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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7年新课标全国卷考点分布与命题规律分析（人教版必修Ⅰ） 

 

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试

大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商周时

期的政治制

度 

25.省、自治

区简称源自

西周封国国

名 

24.西周政治

对秦汉统一

的影响（董仲

舒的大一统

思想） 

 （卷Ⅰ）24.西周、

战国墓葬的等级规

定 

（卷Ⅱ）24.分封制、

礼乐制（周代“雅言”） 

 （卷Ⅲ）24. 西周重

视历史传承的风尚 

 

（卷Ⅰ）24.西周分封制

与文化认同 

（2）秦中央

集权制度的

形成 

25.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

评价秦始皇

废封建、行郡

县 

 29. 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的

发展趋势（梁启

超） 

（卷Ⅰ）24.西周、

战国墓葬的等级规

定 

    

（3）汉到元

政治制度的

演变 

 40. 秦 至 唐

官员选拔所

体现的“德”

“才”观的变

化（25 分） 

 （卷Ⅰ）41.历史地

图：从地方行政示

意图看汉、唐历史

变迁 （12 分） 

（卷Ⅰ）24. 君主专

制强化；“君权神授” 

 

（卷Ⅰ）25.汉代

外戚干政 

（卷Ⅱ）25.汉代

地方吏治 

（卷Ⅰ）26.宋代重史

传统对君主专制的影

响 

（卷Ⅱ）25.隋唐科举

制度 

（卷Ⅲ）25.汉承秦制 

（卷Ⅰ）25.西汉中央集

权的加强（朝廷解决边

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卷Ⅱ）25.汉到元政治

制度的演变——魏晋官

修史书  

（4）明清君

主专制制度

的加强 

  28.清代君主专

制体制的僵化

（内阁依样画

葫芦） 

（卷Ⅱ）41.明清君

主专制制度的加

强、英国君主立宪

制的确立（从建筑

（卷Ⅱ）27.明代内阁

制 

（卷Ⅰ）40.中西科技

成果比较、科举制（八

 （卷Ⅰ）27.明代地方

行政管理（巡抚制度） 

（卷Ⅱ）27.明代中后期

宦官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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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关系的角度

进行中英比较）。 

股取士） 

（卷Ⅱ）40.清朝东北

地区移民政策 

二、命题规律分析 

1、高频考点:商周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度、明清君主专制加强、古代历史地理和史学研究方法等。 

2、先秦、汉唐、明清三个时间段客观题命题量大体相当，主观题一般出自汉唐或明清；商周政治制度命 6 题、中央与地方关系命 6 题，君主专制 5 题，

科举制命 3题、历史地理命 3题，史学研究方法 3题。 

3、对策：理清重要阶段特征和重大政治制度的内涵、选准设问的角度。建议老师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可适当引入近代政治概念，如立法、司法、

行政、分权制衡等。 

4、建议老师关注非常规知识与本单元知识的结合，如历史地理、核心价值观等。如 2017 年全国 1 卷第 47 题，通过春秋时期季札“挂剑于墓”的行为，

重申了诚信的积极意义。 

5、注重史学方法传授，注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这两种不同史学概念的理解和辨别程度。如 2017 年全国 I 卷第 26 题，题干以表格形式提供了官修史

书中关于唐代初期唐军与薛举泾州之战的四种不同叙述，要求考生确认能够被认定为历史事实的部分；全国 III 卷第 27 题转引了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

太宗活动的两种历史叙述，强调只有对历史叙述进行精慎的辨析，才能更接近历史真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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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试大

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雅典民主

政治 

   （卷Ⅰ）26.政治

领袖和演说家是

同义语 

（卷Ⅱ）32．民

主原则贯穿司法

过程 

（卷Ⅰ）32．雅典

法律对公民自杀的

规定（公民个人自

由受到严格限制） 

 （卷Ⅱ）32．雅典参

政是公民的义务 

（卷Ⅲ）32.雅典民主政

治——宣誓仪式与责任

意识的培养 

（卷Ⅱ）32．雅典民主政

治——梭伦改革 

（2）罗马法   34.对罗马法

的解读（葡萄

树案例说明法

律具有形式主

义特征） 

 （卷Ⅱ）32.《十二

铜表法》体现平民

采取有效方式争取

自身权益 

（卷Ⅰ）32. 古

罗马正义女神像

体现法官审案应

不受表象迷惑洞

察事实真相 

（卷Ⅰ）32.罗马法对

近代欧洲大陆国家法

律的影响 

 

二、命题规律分析 

1.古希腊侧重于考查从不同角度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则与特点的理解，而古罗马侧重于围绕罗马法的演变、案例与原则命题。 

2.本单元从未考察主观题，而近年客观题的考查有一定的难度，要加强考生对雅典民主与罗马法制的专业化理解，提高认识。 

3.建议老师处理古希腊政治制度时适当补充教材隐含内容，如政治和演讲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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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老师系统整理并补充罗马法的法律原则，帮助学生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罗马法命题一般通过罗马法案例展现罗马法的法律程序问

题，要注意区分司法程序与罗马法建设的内在关系。 

 

专题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试大

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英国君主

立宪制的确立 

   （卷Ⅰ）27.英国

议会迎立双王，

为光荣革命披上

合法的外衣。 

（卷Ⅱ）41.从建

筑和政治关系的

角度进行中英比

较）。 

（卷Ⅱ）41.世界近

代史教材目录对比

(英国君主立宪制

的确立——资产阶

级革命；“文化大革

命”； 新航路的开

辟) 

（卷Ⅰ）33.英国

责任内阁制的确

立（国王仍旧保

留 某 些 名义 权

力） 

（卷Ⅰ）33.英国君主

立宪制的完善 

（卷Ⅰ）41.卢梭《社

会契约论》；欧美代议

制的确立与发展 

 

（2）美国共和

制的确立 

29.漫画反映

英国愿与美国

和解 

  （卷Ⅱ）33.美国

共和制的确立 

（卷Ⅰ）33.1787 年

宪法和独立宣言 

  （卷Ⅱ）34.美国共和制

的确立——总统职权的

行使 

（3）法国共和

制的确立 

      （卷Ⅰ）41.卢梭《社

会契约论》；欧美代议

制的确立与发展 

（卷Ⅲ）35.1958 年法

国政治体制的变化 

（卷Ⅰ）41.法国共和制

的确立——法国大革命

与近代法国民族主义（民

族主义） 

（卷Ⅲ）33.法国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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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1793 年宪法 

（4）德意志帝

国君主立宪制

的确立 

   （卷Ⅰ）34.德国

疆域及邻国的变

迁（凡尔赛体系

的构建） 

（卷Ⅱ）34. 19

世纪晚期德国经

济突飞猛进与政

治民主发展滞后

的巨大反差 

    

二、命题规律分析 

1.本单元侧重考查英美代议制的建立与完善，英国、美国所占比例较高；近代西方政体建立过程与内容比重相当，主观题偏重资产阶级革命。 

2．由于对西方近代代议制度内容本身的考察比较浅，建议老师复习时不必详细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深度挖掘。 

3.建议老师注意并深入分析各国近代政体建立过程的整体特征，如英国的渐进性、德国民主与专制的纠葛、美国早期民主的局限性等； 

4.建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影响，比如 2016 年全国 I 卷 41 题，材料提供了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民主思想的要旨，要求考生结合所

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 

5.本部分考题存在超出教材范围的倾向，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建议要结合最新的学术成果进行拓展，不要盲目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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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

试大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

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

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1840

至 1900 年

间 列 强 侵

略 与 中 国

人 民 的 反

抗斗争 

 29.太平天国运动

对儒学态度的变

化 

30.“公车上书”

与五四运动的比

较 

31.八国联军侵华

与清中央集权危

机（东南互保运

动） 

41.评析近代

“冲击—反

应”模式（12

分） 

（卷Ⅱ）29.清政府在新

加坡、美国、日本等多处

设领事馆（清政府向近代

外交转变） 

（卷Ⅰ）40. 晚清海洋利

用的主要变化、1840 至

1900 年间西方列强侵略

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卷Ⅱ）40.清朝东北地

区移民政策；1840 至

1900年间西方列强侵略

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卷Ⅰ）29.甲午中

日战争；洋务运动

——近代化努力收

到较大成效 

 

（2）辛亥

革命 

   （卷Ⅰ）29.晚清现代化

的趋势（洋务运动、戊戌

变法、辛亥革命） 

    

（3）五四

运 动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30.“公车上书”

与五四运动差别

巨大的原因 

31. 中 国 共

产党早期组

织（俄国式革

命） 

     

（4）新民

主 主 义 革

命 

   （卷Ⅰ）30.1928 中共六

大城市中心革命模式 

 （卷Ⅰ）29.北

洋军阀割据混

战 

（卷Ⅱ）29.国共十

年对峙（中共革命

根据地的经济建

设） 

（卷Ⅱ）30.解放战

争（渡江战役时期人

民解放军对列强在

华特权的否定） 



                        编撰：黄凌                                     时间：201708 

7 

 

（5）侵华

日 军 的 罪

行 与 中 国

军 民 抗 日

斗争 

33.百团大

战 

  （卷Ⅱ）30.湖北省政府

推行“减租” 

（卷Ⅰ）41.抗日战争书

目修改及理由（12 分） 

（卷Ⅱ）30.顾维钧争取

各国对华同情和帮助 

（卷Ⅱ）40.清朝东北地

区移民政策；1840 至

1900年间西方列强侵略

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卷Ⅰ）30.国

民政府的持久

防御作战 

（卷Ⅱ）30.对

华经济侵略

（“联银券”、

“军用票”） 

（卷Ⅰ）30.抗战时

期国民党的专制独

裁 

（卷Ⅲ）30.南京国

民政府前十年民族

工业的发展；中国

军民的抗日斗争 

 

（卷Ⅰ）中国军民的

抗日斗争——陕甘

宁边区政府的抗日

政策 

 

（卷Ⅱ）30.抗日战

争胜利后国共力量

对比的变化 

二、命题规律分析 

1.本单元侧重从不同角度考查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解和对抗日战争的理解。 

2.关于晚清人民的反抗，题目并未强调反抗侵略本身，以免导向狭隘民族主义，而是突出了反抗事件本身出现的异化现象，如太平天国对儒学的回归、

八国联军时期的东南互保，建议教师复习时，不要盲目补充，而是特别强调从材料信息出发。 

3．建议老师适当补充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知识点，弥补教材不足。 

4．建议老师对民国时期的复习弱化国共内战，强化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相关内容。如 2017 年全国 II 卷第 30 题，材料提供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根据

地取得重大发展的史料，证明党在抗日战争中依靠群众和坚持全面抗战的正确性。 

5．抗日战争是高频考点，需要把握两大角度：一是中国的抗战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的抗战地位与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认可与赞同，

二是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在抗战中的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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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

试大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共产

党宣言》 

        

（2）巴黎

公社 

 28.巴黎公社文告

的主要意图 

      

（3）俄国

十月革命 

        

二、命题规律分析 

1.全国卷近年来很少命题，2011 年之前的高考命题 3 次，侧重从不同角度考查对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理解。2007 年宁夏文综卷第 32 题考查巴黎公社

起义（革命对象），2007年第 33题考查十月革命的情景，2011年第 28题考查巴黎公社文告的主要意图。 

2．建议老师对巴黎公社的复习侧重于革命的措施与影响，以及如何体现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如 2011 年试题突出对教材固定结论与表述的反思，解题需要

坚持论从史出，史料第一的原则。对十月革命的复习侧重于与二月革命的比较、性质和影响。 

3、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切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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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试大纲 2010 年 

（全国

卷） 

2011 年 

（全国

卷） 

2012 年 

（全国

卷） 

2013 年 

（全国卷

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

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

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

Ⅱ、Ⅲ）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 

        

（2）民主政治制度的建

设 

        

（3）“文化大革命”     （卷Ⅱ）41.世界近代史教材目录对比(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 

   

（4）改革开放以来民主

与法制的建设 

        

（5） “一国两制”的理

论与实践 

        

二、 命题规律分析 

1.本单元由于涉及现实政治及可供命题的角度较死板，全国卷中绝少命题，但建议老师复习时勿高估学生对新中国的历史认知而忽视文革。如 2014（卷

Ⅱ）第 41题世界近代史教材目录对比，就涉及到文革时期的相关阶段特征的考查。 

2.虽然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祖国统一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由于高考涉及较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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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补充。 

专题七、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试大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

卷） 

2012 年 

（全国

卷） 

2013 年 

（全国卷

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

Ⅰ、Ⅱ） 

2015 年 

（全国卷

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

Ⅱ、Ⅲ）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

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4.中苏关系的变化（从 1950

年结盟到 1989 年正常化） 

     （卷Ⅰ）31.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

的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恶化 

 

（2）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3）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

常化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

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 

        

（5） “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二、命题规律分析 

1．这部分可供命题的内容较少，且新时期对外关系与政治学科的时事热点可能重合，故迄今仅命 2个客观题，但并不建议老师复习时完全弱化该部分内

容，特别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当代对外关系的关联。 

2.建议教师要特别注意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成就，突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和如何维护国家根本利益；还要注意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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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如何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3.试题一般通过新材料展现外交政策的变化，重大政治活动的变化要从时代发展的变化与国家政策的调整等角度分析。如 2016 年全国卷Ⅰ第 31 题，20

世纪 60年代前期我国对外关系面临严峻形势，不仅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敌视和孤立政策，苏联也在推行霸权主义。中苏两党也由分歧、论战发展到关系破

裂，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国政府也改变了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其

中中苏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中国与部分东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促使新中国对对外贸易的重心进行转移，主要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专题八、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一、考点分布统计 

2017 年考

试大纲 

2010 年 

（全国卷） 

2011 年 

（全国卷） 

2012 年 

（全国卷） 

2013 年 

（全国卷Ⅰ、Ⅱ） 

2014 年 

（全国卷Ⅰ、

Ⅱ） 

2015 年 

（全国卷Ⅰ、Ⅱ） 

2016 年 

（全国卷Ⅰ、Ⅱ、Ⅲ） 

2017 年 

（全国卷Ⅰ、Ⅱ、Ⅲ） 

（1）美苏

两 极 对 峙

格 局 的 形

成 

     （卷Ⅱ）35. “两

极格局的确立与

解体”专著，贯穿

全书的主线 

（卷Ⅰ）35.马歇尔计划；

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煤钢

联营） 

（卷Ⅱ）35.美苏争夺中间

地带；19 世纪以来世界有

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黑

人爵士乐 

（卷Ⅰ）34.美苏两极

对峙格局的形成——

美国等国对苏联的遏

制政策 

（2）多极

化 趋 势 在

曲 折 中 发

展 

  35.世界贸易中国

家和地区所占份额

示意图反映了 20

世纪世界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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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趋势 

（3）两极

格 局 瓦 解

和 多 极 化

趋 势 的 加

强 

     （卷Ⅱ）35. “两

极格局的确立与

解体”专著，贯穿

全书的主线 

 （卷Ⅰ）35.两极格局

瓦解和多极化趋势的

加强 

二、命题规律分析 

1．本单元的高频考点是两极格局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和欧洲的一体化。复习重点是二战后初期的国际关系突出两极格局对世界的影响与表现，

20 世纪 60、70年代突出的是多极化趋势的出现，特别是欧共体与欧盟的发展，90年代以来突出的是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2．对历史阶段特征的考查是本单元常见的命题形式，建议教师梳理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影响世界格局的因素，把握不同时段国际关系的特点与影响；

尤其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值得关注。 

3从命题特点看，侧重于考查主干知识的深度理解。比如，2016年全国卷Ⅰ第 35题，以马歇尔计划、欧洲一体化为考点，考查考生分析、联系的观点解

决问题的能力。结合所学可知二战以后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使欧洲人认识到国家联合的重要性，开始一体化的探索。马歇尔计划的

实施把欧洲主要国家纳入统一轨道，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推动法、联邦德国、意等国政治、经济上不断联合互补，而煤钢联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