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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高考全国文综Ⅰ卷思想政治学科试题紧扣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成果,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突出社会生活

中的重大主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和关注生活,强调思维品质和过程,在完成对学生基本能力和知识评价的同时,做到了对学生

思维创新和能力创新的全面考查,反映了思想政治学科的独特育人价值。本文就以2019年高考全国文综Ⅰ卷思想政治学科第

38题为例探析思想政治学科非选择试题的命题特点和解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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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题再现 

3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第二大服务

贸易进口国,货物和服务年进口值均占全球1/10左右。 

2018年11月,中国进一步降低石材、陶瓷、机电等1585

个税目商品的 惠国税率,关税总水平由2017年的9.8%降至

7.5%,平均降幅达23%。同月,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来自170多个

国家、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参展,现场展示了法国葡萄酒、

阿根廷红虾、美国智能车载空气净化器……进博会吸引了40

多万名境内外采购商,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其中1/4

以上为智能及高端设备。 

中国扩大进口“大蛋糕”的清单上,既包括数控机床、

智能终端、精密医疗设备、新型汽车、先进民用飞机等高技

术产品,也包括个人电子产品、农产品、食品、服装、化妆

品等日用消费品。 

结合材料并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中国进一步扩大进

口对国内经济的积极影响。 

2 命题特点 

2019年高考全国文综Ⅰ卷思想政治学科非选择试题命

题有以下特点： 

第一,立足国家大政方针。近年来高考试题体现“宏观

背景微观问题”的命题基本规律,要求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

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宏观背景”强调试题的选材都

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及国内外重大时政,全国文综Ⅰ

卷第38题以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为基础,考查学生在扩

大进口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能转换发展战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理解和掌握。“微观问题”

是指试题的设问指向是具体的和明确的,知识考查比较细

致。全国文综Ⅰ卷第38题中问题指向就是要求学生运用经济

生活知识说明“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对国内经济的积极影

响”这一具体设问角度。 

第二,紧扣时代社会热点。政治学科政治性强、时代感

鲜明,与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联系紧密。全国

文综Ⅰ卷第38题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命题的背景

材料,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现实生活,体现出思想政治学科鲜

明的时代特征。全国Ⅰ卷第38题的命题背景还体现了“中美

贸易摩擦”这一国际热点,材料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货物

贸易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货物和服务年进口值

均占全球1/10左右”的事实强有力地反驳了美国挑起贸易摩

擦的理由(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摩擦)。我国以无

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坚持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国际

经济新型关系,并宣示了“扩大开放对任何一方和整个世界

都是有益的,而搞封闭干涉是没有出路的”的基本道理。 

第三,聚焦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贯彻思想政治课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学科凝练了“政治认同、科学精

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四大学科核心素养。政治核心素

养在全国文综Ⅰ卷第38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本题意在通过

事实材料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辨证理性分析国家扩大进口对国内经济的积极影响,提高辩

证思维能力,培养青年学生的科学精神,同时引导学生深刻

理解党和国家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培育学生“坚持

对外开放政策”的政治认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

开放之路”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3 解题策略 

思想政治学科高考非选择试题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能力

的考查,学生要立足于学科整体综合运用“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究问题”的四

项能力,通过“两审一调”来分析问题、分析材料和调动知

识,在此基础上,准确运用政治术语组织答案和规范答题。 

第一,审设问,明确问题要求。全国文综Ⅰ卷第38题的问

题指向就是要求学生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中国进一步扩

大进口对国内经济的积极影响”。主旨在于理解国家扩大进

口对国内经济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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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材料,获取有效信息。“关税总水平由2017年的

9.8%降至7.5%”说明降低关税税率；“累计意向成交578.3

亿美元”说明增加进口规模；“法国葡萄酒、阿根廷红虾、

美国智能车载空气净化器……”说明丰富进口种类；“既包

括数控机床、智能终端、精密医疗设备、新型汽车、先进民

用飞机等高技术产品,也包括个人电子产品、农产品、食品、

服装、化妆品等日用消费品”说明优化进口结构。 

第三,调知识,确定考查要点。学生在调动知识上把握四

个维度：一是进口的内容有日用消费商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二是相关的经济生活主体有个人(消费者)、企业(生产者)

和国家(政府)等；三是国家在扩大进口方面采取的措施有降

低关税税率和增加商品和技术进口；四是要掌握的国家方针

政策有深化对外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等。学生要运用综合思维

对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并构建起所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见下表)： 

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和教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采取措施 降低关税税率 增加商品进口

具体内容 降低进口价格 丰富进口种类 增加进口规模 优化进口结构

积极

影响

个人 降低消费成本 丰富消费品供给

企业 降低生产成本 激发市场竞争 促进创新研发

国家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技术引进

政策层面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动能转换战略
 

4 规律探析 

影响类(意义类)主观题的设问一般有“积极影响”、“积

极意义”、“经济意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等,解答

此类题型需要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把材料中的信息点和

教材中的知识点结合起来,把课内知识和时政热点结合起来,

注意多角度思考问题指向,确保答题的全面性,尽量运用政

治术语组织答案,确保答题的规范性,注重教材知识要点之

间的层次体系,体现答题的逻辑性。 

答案要点：降低关税,增加进口,繁荣生产与消费市场；

激发市场竞争,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丰富消费品市场供给,降低消费成本,更好满足消费者美好

生活需要；带动技术引进,促进产品创新研发,推进经济发展

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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