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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新理念·新导向
2022年北京市历史等级性考试是在新课标理念下使用统编高中新教材的第一次等级性考试。试题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的教育宗旨，彰显历史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突出对“四史”、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考查。试题通过鲜活的情境综合考查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凸显历史学科素养和学科能力。试题形式稳中有新，设问平和，素材使用贴近时代，贴近教材，贴近学生，很好地

发挥了引导中学历史教学的作用。

14 试题评析 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点评教师：
郭井生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 高级教师
郝万清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级教师
赵文龙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

一、立德树人，突出史学育人功能

1.突出“四史”考查，强化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力量之源。试题加强对中国共

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考

查。如选择题第8题叙述了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王若飞等

人飞机失事后引发各界的沉痛哀悼，以此为情境，考查了中

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在当时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感。第 9题以 1950年高校课程的变化为情境，考查学生对

新民主主义教育及社会主义教育的价值认同，厚植马克思

主义价值观。第10题以中国文化非洲行为载体，考查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尤其重视与非洲国家发展

友好关系，助力非洲国家发展。再如第 17 题，要求学生从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选一个实例，阐述

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

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

2.立足优秀传统文化考查，增强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的根和魂。试题通过新颖情境考

查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例如选择题第 1 题，以江西国

字山发现的战国中期大型墓葬有越、楚、江淮和中原多种文

化特征为载体，考查学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点的认

识。第3题通过宋朝各地知州将修建亭台馆榭供民游乐与

社会教化相结合，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注重伦理

教化特征的理解。

3.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第 16 题以中原与

北方少数民族间的绢与马贸易为例，要求学生阐述唐代农

耕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影响，考查学生对古代历史上中原民

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理解，加强了文

化认同。

4.凸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培养开放包容的胸襟

文 化 交 流 推 动 文 明 进 步 ，只 有 开 放 才 能 不 断 发

展。试题注重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考查，注重吸收世

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培养学生开放包容的胸

襟。如第 11 题，以希腊文明的源头在西亚和北非这一观

点为例，引导学生意识到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性。

第 12 题以英国议会的建立为例，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历史

反专制、求民主的艰难历程。第 13 题则以国际法的发展

为视角，引导学生认识到近代国际法的发展演变，弘扬世

界规则意识。第 18 题直接呈现了 18-19 世纪拉丁美洲与

欧洲文化的交流简表，引导学生认识欧洲启蒙思想、科学

观念、废奴思想如何影响了拉丁美洲，而拉美独立运动的

领导人又是如何在吸收欧洲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人又是如何在吸收欧洲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

步发扬光大的步发扬光大的。。

二、落实课标要求，综合考查素养与能力

1.突出对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的考查

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试

题从多种角度全面考查考生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理解。如

第 4 题通过对明代刻本书籍的考查，使学生认识到文学艺

术作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9题通过高校课程的调整变

化，引导考生认识时代发展与教育变迁的关系。这些试题

都从不同方面考查了学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

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

理解。试题第 2 题通过历史地图，考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江南经济的开发带来的人口变化，具有明显的历史空间特

征。第15题则提供了四则史料，要求考生对史料所涉及的

历史事件的时序进行正确判断，考查了考生对历史时间观

念的准确理解。

2.强调对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的考查

要形成对历史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史料的搜

集、整理和辨析，让学生养成辨析史料，运用史料分析论证

历史问题的能力，进而能对历史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试

题第 1 题提供了战国时期大型墓葬的相关史料，要求考生

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特点。第 11 题通过英国学

者关于“希腊文明的源头在西亚和北非”的观点，要求考生

寻找历史证据。第 17 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两个时期中，各选一个实例，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以

上试题都充分体现了对史料实证的综合考查。第16题“绢与

马”要求考生阐述唐代农耕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影响。第18

题“拉丁美洲与欧洲”要求考生评析玻利瓦尔对欧洲启蒙思

想的发展。第19题“军费与财政”的第（1）问要求考生指出

明代和清代增加军费的主要来源有何不同。以上设问从不

同角度对考生的历史解释进行了综合考查。

3.强化对历史问题探究能力的考查

运用历史材料，探究历史问题，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是

新课程教学中必须落实的学科目标，也是等级性考试的考

查目标。第20题“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合教材的具

体内容，为考生提供关于一战华工的部分研究资料，要求考

生能够对史料类型中的文献史料进行准确分类，在此基础

上从材料中任选一个主题，说明选题意义，拟定研究提纲，

并列出参考资料。这样的答题要求实际是对学生历史问题

探究能力的综合考查。这样的设问既考查了学生的创新探

究能力，也引导了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三、、落实双减政策落实双减政策，引导教育改革深化

11..试题紧扣主干知识试题紧扣主干知识，，保持稳定保持稳定

试题在知识覆盖比试题在知识覆盖比较全面的同时，紧扣教材主流主干

知识，引导师生在教与学中关注时代整体特点与知识线

索。如第1-4题分别考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江南开发、

中国古代社会教化和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等内容。第12-14

题分别考查了世界近代史中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工业革

命等内容。第17题考查了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程、社会主

义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等。

2.关注新教材的使用，引导教学

新教材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挑战，试题回应这一需

求，引导教师关注新教材的新内容和新理念，加强对教材

的研究与把握。如第 16 题，以绢与马的贸易为切入点，要

求学生深入思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的影响。引导

师生关注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流、发展的历史，突出其

对中华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再如，第 18 题以拉

美与欧洲交流的史实为例，展现出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在

世界近现代历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引导师生在教与学

中加强对亚非拉地区历史的关注与研究。又如第 15 题和

第 20 题，内容涉及到两次世界大战这一新内容，在考查学

生核心素养的同时，引导学生对“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

思考。

3.助力“双减”政策，回应时代需求。

部分试题的情境创设、素材选用和考查理念，“化用”了

新教材。如第 2 题的历史地图（示意图）取材于课本原图。

第16题设问取材于教材的“探究与拓展”栏目。第20题“华

工与一战”的部分素材直接来源于两册必修课本。此题的

第（2）问不但具有一定开放性而且要求学生具备对历史问

题的研究能力。这一理念直接呼应了教材中“活动课”的设

置理念。考题中的这些信息提醒我们，在教学中应把读懂、

读透教材放在第一位，教师要深入研究新教材的价值理念，

充分用好新教材这一资源。这样既可减轻学生的负担，又

能保障教育教学的高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四、彰显时代主题，体现北京特色。

1.彰显时代主题

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历史教学与历史评

价必需呼应时代主题。如第 1 题吸收近年考古成果，凸显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脉络。第9题通过对高校课

程调整的考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第17

题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这一问题探究，彰显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凸显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2.体现北京特色

针对北京考生知识面广、视野开阔，思维灵活的特点。试

题创设上突出了大格局、研究性、开放性这一特色。如20题不

仅要求学生能够辨别史料类型，而且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历

史研究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初步的自主研究。命题在保

持原有风格基础上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