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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整合性应该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指导思想，是区

分语、数、外、文综和理综命题思想的关键所在。它决定了

“基本能力”测试是一个六大学习领域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内

在“整合”，其类型主要有三种。 一、车轮型。这类试题就

像自行车的轮子，每根辐条都要从车轴发出，且彼此相交，

紧紧地围绕着车轴。就是说，每道大题中每个小题、选择题

下的每个选项，甚至于题干都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可能同时

隶属多个学习领域。 例如，《考试说明》中的“春节”主题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从宏观上看，这道大题是围绕我

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而设计的，辐射出民俗文化、祥和

气氛、浓浓亲情与价值判断等几根辐条。从微观上看，“春

联”题目有机地辐射出地理常识、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多根

辐条，“浓浓亲情”辐射出了地理交通知识、社会现象分析

与信息技术运用等几根辐条，洋节之争争出了中西文化冲突

下的价值取向与哲学思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主题

都较好地体现了“基本能力”测试“整合性”的命题指导思

想，实现了不同领域在不同层面上的生活化整合。 再如，以

青藏铁路为主题，就可以辐射出以下几根辐条：青藏铁路被

称为“天路”的主要原因；通过表格（与甘藏铁路、川藏铁

路和滇藏铁路的对比），分析选择青藏铁路的原因；理解“

青藏铁路既是一条经济线，又是一条政治线”；与西藏有关

的服饰问题、旅游问题、环保问题、体育锻炼基地等。 二、



玛瑙手镯型。这类试题就像玛瑙手镯粒粒玉润，一线贯穿。

每道小题表面上看似乎都没有多大联系，与“车轮型”没什

么区别，其实不然，它们都有共同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共

同的主题，这主题就是那根“线”。 例如，《考试说明》中

第三大题：表面上看，每道小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但实

质上，安全用电、艾滋病预防、禽流感爆发、地窖中的二氧

化碳和保持身心健康的途径等几颗晶莹的玛瑙却是有机地串

在“关爱生命，远离危险”的这根“安全”线上。这个主题

就整合了多个学习领域，并且体现了材料的社会化和生活化

。第二、四、六大题也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再如，以“解决

生活中的紧急事情”为主题，我们可以打磨如下几颗玛瑙：

炒菜时锅中油不慎着火、手不小心被烫伤、逃生标志、耳朵

进了虫子、轻微性扭脚等的“处理方法”。 三、台阶型。这

类试题就像攀登台阶，前一步总是后一步的基础。作为试题

，前一道题或选项总是后一道题或选项的前提和基础。这里

的“前提和基础”不是就难度而言，而是就题目之间所构成

的关系而言，所以这类题目并非就是前一道题难度小，后一

道题难度大，也并非前后题目都属于同一学习领域。有时，

后一道题答案的寻求必须以前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

。 例如，《考试说明》中“齐鲁文化”的主题性研究中，研

究课题的选择、选择课题的理由、展开研究的方面、研究计

划的制定等都有一定的顺序性，不能随意颠倒。在回答以上

几方面问题时，必须是以前一道题所选的方向为方向，不能

另起炉灶。２００４年高考上海综合能力测试中有关“Ａ、

Ｂ公园调查”的试题，也是个典型例子。 当然这三种思路，

也并非截然分开的，也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的。高考“１”



的这种命题思路告诉我们：传统的单科考试，往往使学生禁

锢在单个学习领域，失去了知识、能力应有的拓展触角；而

“基本能力”测试则引导学生建构一种发散的生活化思维方

式，能唤起学生关注身边生活现象的习惯，利于学生真正意

义上的跨学科的触类旁通。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多去寻找角度“整合”所学的知识和所培养的能力，使

学生形成一种真正综合性的知识与能力素养。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