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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解析】

高考历史试题学术情境
类型分析及教学思考

陈祥龙　 　 李文巍

　 　 【摘　 要】高考历史试题学术情境的创设,通常有引入历史学术成果、循证史论变迁及评述史学观点三种类

型。 基于此,高中历史教学可从勾连教材教参既有资源、摸索基本史料研读模式、发挥核心概念统摄功能、优化

教学主线呈现方式以及辨析新异观点学理逻辑、提炼经典试题研究范式等路径,进行教学调适,引领学生培育

核心素养,学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关键词】历史学术情境;高考;核心素养;教学思考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明确指出,学术情境“指历史学术研究中的问

题,如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问题有多种看法等”。 高

考历史试题学术情境能够高效地考查高中学生学科

关键能力,是高考历史试题的重要呈现形式。 梳理高

考历史试题中创设的学术情境,归并其类型,找寻其

规律,发掘其蕴含的史学专业素养考查指向,可帮助

历史教师调适教学路径,从而更好地丰厚学生的史学

修养,达成核心素养培育目标。
一、高考试题学术情境类型分析

既往高考历史试题中,学术情境的创设方式一般

有如下三种。
1. 引入历史学术成果

高考历史试题常引入历史学术成果来创设学术

情境,让考生依据学术逻辑,延续学术判断。 这样的

学术情境创设方式并非新创,2007 年高考历史全国

卷Ⅰ第 13 题就引入史家陈寅恪关于武周代唐“实亦

社会之革命”的观点,要求考生分析观点中“社会之

革命”指的是什么。 该史学观点取自陈寅恪《唐代政

治史述论稿》一书,其认为武曌建周不仅是政权更

迭,还是在政治势力上对李唐所属关陇士族的打击,
士庶二族政治地位由此发生变化,是政权所倚势力的

社会阶层性结构变化,因此“不仅为政治之变迁”(朝
廷更迭),还是“社会革命”。 引此观点入题,反映了

命题者对其史学价值的认可。 当然,武氏对士庶二族

是否真的坚持一抑一扶政治态度、李唐是否也存在抑

士扶庶政策,是见仁见智的史学评判,因而本题学理

逻辑极具史家个性,充满学术意味。

又如,2018 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Ⅰ第 25 题吸收

近年藩镇研究领域权威著作《唐代藩镇研究》 (张国

刚著)的学术观点。 此书将唐中期以后 41 个藩镇

划分为四种类型,通过统计各类藩镇的存在数量、
人事权力、赋税缴供以及承担功能四个维度史料信

息,分析当时的藩镇在各方面的情况。 试题选取著

作中的“‘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

表”(如表 1),要求考生据此判断唐代中期之后藩

镇广布的历史影响。 考生只要基于批判性思维,秉
承论从史出的原则,小心考辨题干材料,就可以分

析出:忤逆对抗中央、分裂割据地方的藩镇数量不

占多数,各藩镇亦处于彼此制衡状态,让“安史之

乱”后的唐朝延续了百余年的统治,这和 D 项“延续

了唐朝的统治”契合。
　 　 表 1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

藩镇类型 数量(个) 官员任免 赋税供纳 兵额与功能

河朔型 7 藩镇自擅 不上供 拥重兵以自立

中原型 8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防骄藩

边疆型 17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守边疆

东南型 9 朝廷任命 上供 驻兵少防盗贼

　 　 2. 循证史论变迁

随着史料的发掘、研究的深入及社会现实因素的

影响,人们对历史现象(包括人物与事件)的认识与

解读也会随之变化,进而产生不同历史判断或观点。
高考试题常创设史论变迁的学术情境,让学生体味历

史研究的发展,通过循证变迁因素,感悟“我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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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历史)认识” (恩格斯)的
史学研究基点。

例如,2012 年高考历史江苏卷第 22 题引用中国

现代政治家萧公权随着对康有为研究的深入,发现其

原来著作存在舛误,于是“过则勿惮改”,勇于修正认

识甚至推翻原有对康有为的评价的相关事例,要求考

生基于该例,开展关于“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

正”主题论证。 又如,2013 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Ⅱ第 48
题先向考生呈现两宋时期对王安石评价的变化,包括

北宋时期肯定其改革厥功至伟、让其“配享神宗庙

庭”,南宋时期却认为他败坏“学术政事” “致祸社

稷”,将其“罢配庙庭”,要求考生考述引起两宋对王

安石评价变化的主要理由,理解历史评价深受当时社

会政治因素影响,学会“辩证地评价”的史学准则。
再如,2019 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Ⅲ第 41 题以《汤姆叔

叔的小屋》一书在 20 世纪中国出现的三次翻译与改

动情况(或增减情节,或附着新义,或变更结局)创设

学术情境,要求考生述其缘由,提炼论题,加以论述。
小说三个历史阶段翻译版本的出现各有其因、各具目

的,能让考生真切体会“文学艺术是一定政治经济的

反映”的史学原理,引导考生把握历史评价的相关

准则。
3. 评述史学观点

高考历史试题常呈现某个史学观点,要求考生择

取赞成、反对或修改立场,依托试题所提供的材料,运
用知识储备开展学科论证,进行史学专业阐述,极具

历史学张力和开放特性。
例如,2015 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Ⅰ第 41 题以“近

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乘法效应公式”为材料创设

情境,提及该公式是“有历史学者”用以“放大生产力

诸要素”的一种研究思路,所应用公式是个体性学术

观点。 考生可以用史实论证公式中的相关要素证明

公式成立,也可以基于史实对公式进行“修改、补充

或否定”,从而提出新解。 又如,2019 年高考历史全

国卷Ⅱ第 42 题涉及“19、20 世纪世界自然与人文进

程双数轴图论”,直接备注是引自(美)费尔南德兹-
阿迈斯托的著作《世界:一部历史》,体现了一位学者

对两个世纪世界历史的一种认识与解读。 考生必须

融入学术情境,查看题干提供的数轴所呈现的各个历

史事件元素,分析数轴中前后事件的纵向联系以及两

条数轴之间的横向联系,从而整理出学术逻辑,结合

自身既往对历史发展的认知建构,读懂题意,明确见

解,清晰表述。

二、教学思考

从阅读学的视角来看,高考试题呈现的学术情

境,属于教材史料“延伸阅读”的范畴。 高考历史试

题的学术情境创设,旨在考查考生在全新的问题情境

中调用必备知识的灵活程度,引导考生像史学家一样

思考。 在日常教学中,高中历史教师应以服务学生的

历史学习为目标,恰当利用现有资源组织基本史料,
适度开发学术资源创设相关情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提升核心素养。 具体而言,教师可采取下

列措施。
1. 勾连教材教参既有资源

高中历史统编教材必修模块采用通史样态编排,
选择性必修和选修模块采取专题史模式的课程架构,
充分考虑学生必备知识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需要。
教师可以适度重组教材教参既有教学资源,探索学术

研究成果的嵌入,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适应基于学

术情境的逻辑思路。
例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高中历史统编教

材中国古代史部分的重大议题和大概念。 “一部中

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历史。”基于该主题,教师要整合不同渠道教学资

源,以统编教材中的基本史料研习为中心,引入民族

关系史学术研究成果,帮助学生辩证地认识中国历史

上华夏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高中历史统编

教材提供了“西周分封示意图”,侧重强调分封制“封
土授民”的国家治理功能,教学该部分内容时,教师

可以在解读统编教材中的何尊及其“中国”铭文这一

珍贵实物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史记》中姜太公“夜衣

而行,犁(黎)明至国”,与东夷首领莱侯“争营丘”,受
封建国后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经济政策

等历史细节,适当引入过去人民版教材中分封诸侯使

“周的文化形式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史叙

述,引导学生体悟周边民族纳入西周“中国”秩序的

历史进程。
2. 摸索史料研读模式

无论多么高妙的历史见解,都要建立在深入解读

史料的基础之上。 历史教学要直面有争议的历史问

题,摸索行之有效的史料研读模式,引导学生依据史

料证据,浸入学术情境,独立作出历史判断或历史

解释。
例如,“四等人制”是否存在是元史教学的重大

问题之一。 高中历史统编教材的教师用书介绍了关

于“四等人制”的学术讨论,教师可以摘编屠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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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张帆等不同时期学者的典型论断,呈现学者们所

引述的《元史》 《元朝秘史》等基本史料,一方面引导

学生从司法审判、选官用人等具体领域探讨元朝统治

者对不同民族的区别对待是否构成制度性歧视,另一

方面引导学生结合高中历史统编教材“问题探究”中
的《许文正公遗书》节选,联系北魏、辽、金等朝史实,
总结当时的汉化改革对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 此外,
教师还可要求纵向对比两汉、隋唐、明清等时期的民

族政策,引导学生理性认识“华夷一统”与“夷夏之

防”并存不悖的特异现象,从而丰富学生对于中国古

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帮助学生深入领会“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这一大概念。
3. 发挥核心概念统摄功能

无论是日常教学,还是阶段性测试,师生都会不

可避免地接触海量的历史概念。 在解析这些历史概

念的过程中,教师或深或浅地会涉及隐藏在概念背后

的学术动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概念,原则上

可只做粗略的学术背景介绍,甚至可以基于具体教学

实际进行舍弃。 只有与核心概念相关的学术成果,才
有深度引入的必要。 核心概念是指能够发挥推动思

维整合、促进知识迁移作用的概念。 历史学科的核心

概念是对基本事实的高度抽象,指向与现实社会的深

度关联。 学生认知这些核心概念,可以更好地了解人

类文明的历史发展。
例如,历史学家常使用“革命”描述古今中外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急速的、根本性的变革。 那么,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能否被称为“革
命”?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引入工业革命的“革命

说”和“非革命说”,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基于高中历

史统编教材中的史料归类证据,构建完整的论证分

析:前者侧重生产力、生产组织形式、阶级关系等质的

突变方面,后者突出工业革命的渐进性,强调工业革

命在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的漫长量变之路。 通

过辨析,学生可加深对“革命”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
推动自身历史概念体系的建构。

4. 优化教学主线呈现方式

教学主线是教师在反复琢磨课标和教材要求的

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稳定成熟的教学思路。 清晰流畅

的教学主线是提升学生历史学习整体性的重要抓手。
教师可利用历史认识论塑造教学主线。 历史认识论

作为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深刻影响着历史学者的历

史解释与历史判断,其在教学主线中的渗透,可引导

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尝试自主梳理教材结构脉络,为学

生后续自主解析历史问题的叙事逻辑提供普遍经验。
高中历史教材是学生学习历史认识论的最佳平

台。 例如,“冲击—反应”认识论可以追溯到费正清

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书,他认为“凡是近代的就

是西方的”,中国近代史是西方近代史的复刻和延

展,中国近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的过程。 虽然该理论

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但是也深刻影响了许多

当代学者的历史叙事,并与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

观”,奇妙地融合呈现在 21 世纪不同版本的高中历史

教材及学术著作中。 教师可抓住这类关键问题,适当

引入过往教材及学术动态,帮助学生迅速把握高中历

史统编教材的学理脉络,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无论是“冲击—反应”模式还是“中国中心论”,

本质上都是历史解释,都指向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动

力问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认为

“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的社会”,在汹涌

持续的列强侵略冲击下,中国原有社会机制随之发生

“应激”反应,外因终究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推动民族

矛盾与阶级斗争此起彼伏、交相汇织,近代中国不断

出现变革浪头,曲折地促进中国社会推陈出新。 教师

在讲授“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单元时,
可以“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原因”为基点,基于

高中历史统编教材指出的“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封建

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向
学生提供来源于不同著作及过往教材的针对这一时

期的更多历史叙述,如“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自然

经济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

入侵,则削弱了自然经济的基础”“鸦片战争后,洋纱

首先涌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民

购买洋纱洋布,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为学生形成史

学思维提供良好的参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高中历

史统编教材的内容,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能逻辑

清晰地进行历史判断与历史解释。
5. 辨析新异观点学理逻辑

史学研究不断推进,人类的历史认识随之发展,
各种新异观点层出不穷。 基于史学研究最新动态,教
师要突破单纯“学知识”的浅层学习层次,引导学生

“学原理”,即通过考察新异观点的立论依据、学理逻

辑以及论证过程,体味史学的专业研究思路与方法,
学会迁移创新,从而更好地“用历史学家的思维看待

问题”。
例如,长期以来,无论教材所述还是教师所教,对

“安史之乱”后的唐史的介绍都极为简略,存在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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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撕裂唐朝统治的感觉。 基于表 1 所列史料信息,
教师可提出“拥兵自重的河朔型藩镇数量占比多少”
“藩镇人事权利操于谁人之手” “藩镇是否控制了朝

廷财政收入” “河朔型之外的三类藩镇承担什么功

能”等问题,通过问题链帮助学生逐渐认识到,从表

格中来看,真正“拥重兵以自立”的只有 7 个河朔型

藩镇,并且在官员任免、赋税供纳与承担功能上,其余

34 个地方藩镇并未形成对抗中央政权的情形,甚至 8
个中原型藩镇还担负“防骄藩”职责,形成相互掣肘

制衡的格局。 接下来,教师要继续追问这种新异观点

因果关系的合理性,引导学生结合高中历史统编教材

提供的欧阳修《新唐书·兵志》等史料,分析究竟是

藩镇割据延续了唐朝统治,还是唐朝统治拉长了藩镇

割据,以及这种藩镇林立的局面究竟是唐朝统治者的

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反应。 教师在此过程中,可结合教

师用书对“外重内轻”“守内虚外”等概念的介绍,引
导学生将藩镇与东汉刺史州牧制度进行同质比较,与
两宋监司制度进行异质比较,深化学生对中央与地方

关系治理的认识。
6. 构建典型学术情境的思考路径与一般方法

教师可帮助学生构建典型学术情境的思考路径与

一般方法,帮助学生从一般到特殊、循序渐进地掌握思

考、回答历史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例如,针对“循证史

论变迁”类型学术情境,教师可以遵照的思维路径为:
首先,确定史论之“变”,基于个别角度或表象层面寻

“变”,或基于事物整体、本质内涵寻“变”,即“找角

度”;其次,根据确定的“变”,形成对史论变迁的认识判

断,即“述结论”;再次,聚焦所形成的认识判断,回溯、
对比不同史论的成因(大多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的一个或数个因素入手),即“辨成因”;最后,结
合上述史论之“变”与成因分析,提炼形成具有历史规

律性的认识,即“得认识”。
针对上文中的 2019 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Ⅲ第 41

题,学生可依据上述思维路径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
(1)基于个别角度。
(找角度)1907 年的改编变化。
(述结论)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话剧改编,意

在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
(辨成因)20 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聚

集日本。 1905 年同盟会于东京成立,东京成为革命

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 为宣传、推动革命,留日学生

在改编的话剧中宣扬黑奴斗争,追求“独立和自由”,
并且汤姆最后也胜利出逃,意喻资产阶级革命必将胜

利的美好愿景。
(得认识)近代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资产阶级

革命派学习西方,主张以民主革命方式实现“独立和

自由”。
(2)基于对整体的把握。
(找角度)小说三次改动的综述。
(述结论)小说改编深受时局、时代特征影响。
(辨成因)20 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

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

重。 1901 年小说翻译以唤起民族危亡意识为目标,
由于彼时儒家思想仍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翻译版本

在增加“爱国保种”目的的同时,也带入了孔孟思想

内涵。 1905 年,留日中国学生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

思想,在话剧改编里更多体现了“独立和自由”革命

主张,以及最终能够胜利的革命理想。 1961 年,新中

国进入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时期,世界处于两极格局之

下,因而此时的话剧改编内容突出“阶级斗争”“民族

解放斗争”的内涵。
(得认识) 不同时期文学都深深打下了时代的

烙印。
(3)基于对本质内涵把握。
(找角度)小说改编的文化现象意义。
(述结论)近现代中国根据国情需要,适时吸收

与改造西方文化。
(辨成因)近代以来,为适应拯救民族危亡现实

需要,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之道。 20
世纪初,小说翻译与话剧改编体现了中国人先后试图

以孔孟之道谋求“爱国保种”,以民主革命方式实现

“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主张。 60 年代初,因为当时处

于严峻国际环境之中,中国仍在极力反对帝国主义与

殖民主义,话剧改编也因而具有“痛斥殖民主义罪

行”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情节。
(得认识)“文学艺术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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