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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历 史

2019年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渊历史冤依据叶普通高中历
史课程标准渊实验冤曳和叶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大纲曳袁 同时结合北京市高中历史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袁总体稳定袁局部调整遥 具体而
言袁野试卷结构冶和野考试内容及要求冶部分保持不变袁修
订主要体现在野参考样题冶部分袁在保持原有题型数量和
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部分调整遥 调整如下院
调整方式 题型 题目

删除试题
选择题

2013年第 12 题 尧2015 年第
22题尧2017年第 17題

非选择题 2016年第 37题

增加试题
选择题

2016年第 14 题 尧2018 年第
18尧21题

非选择题 2018年第 37题

上述新样题和保留的样题共同构成 2019年的野参考
样题冶袁包含 10道选择题和 2道非选择题袁外加学科间综
合题 2道袁做到点面结合袁既有较广的覆盖面袁又有纵深
的各层级能力与基本素养的考查遥 更换后的野参考样题冶
具有以下特点院

1.注重基础和主干知识袁以丰富多样的素材为载体袁
反映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历史现象尧事件和结构袁重在考
查学科基本素养与学科思维水平遥 无论选择题还是非选
择题袁都选取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发展袁从总体设计
而言袁既可勾勒出历史的发展脉络袁又借此考查学科的
基本素养与能力遥

2.强调学科基本素养与方法袁注重考查考生运用所
学的基础知识尧基本方法袁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尧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遥 相对而言袁
鉴于题型功能袁选择题更侧重基础知识与能力目标中的
基础能力袁而非选择题则保持了中西对比尧大跨度尧综合
性强的特点袁在阅读材料的选取和设问方面体现能力考
查的综合性袁考查考生解读图文资料袁分析具体问题并
寻找自己的路径解决问题的高阶能力袁以及在较为广阔
的历史时空框架内对历史发展与演变进行历史理解和
历史阐释的核心素养遥

3.与考查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相适应袁注重试题

的开放性和选择性袁辅之以梯度式评价标准与赋分原则袁
鼓励考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袁 呵护考生个性的养育
与表达遥 例如 2017年第 37题和 2018年第 37题袁以及学
科间综合题 2017年第 40渊2冤题等袁都有较高分值的开放
性设问袁第 40渊圆冤题还给出两个设问袁考生可以任选其一
作答遥 2018年第 37题第渊3冤问围绕历史学习的价值展开袁
开放力度大袁是对考生中学阶段历史学习的综合检验袁必
备知识尧关键能力与核心价值三位一体袁尤为强调考查独
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遥

4.贴近教学实际袁贴近现实与社会袁考查方式与角度
力求新颖灵活遥 首先袁在力求试题形式与考查目标契合
的基础上袁从考生认知特点与兴趣出发袁注意素材的平
易近人袁有助于考生从多角度感知历史与现实之间丝丝
缕缕的联系遥 其次袁通过设置新情境袁以小见大遥 从中观
和微观层次切入历史袁以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素材
背景袁不仅便于考查考生的学科素养袁还有助于考生以
史为鉴袁推己及人袁加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遥 再次袁从试
题立意的角度关注考生发展与社会现实袁比如从世界史
的视野关注儿童问题以及历史学习的价值曰关注传统文
化尧教育改革等重大社会议题袁引导考生能够以历史的
眼光观察万物袁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遥

5.注重考试的教育功能袁旨在培养考生的历史素养
与人文情怀袁培养考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袁并
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遥 所选样题既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袁
又涉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袁 把中国史与世界史置于
人类文明演进的框架中加以反思与考查袁 一则追根溯
源袁并多角度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袁旨在加深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理解袁进而继承并弘扬之曰再则立足本国开拓视
野袁在比较中认知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历程袁进而
理解不同的文明和族群袁 此乃人类相互理解和谐共处
的前提与关键遥

通过野参考样题冶的调整和整体规划袁希望对教学产
生积极影响院一是引导教学要重视基础曰二是引导教学
要渗透学科基本素养与思想方法袁注重提升考生的学科
思维品质袁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曰三是要学会用历
史的眼光观察现实和社会袁 加深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曰
四是注重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遥

2019年政治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基
本原则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尧创新思
维袁培养学科素养袁提高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袁积极发挥考试
的育人功能遥
一尧修订依据
结合北京市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袁以

及高校录取新生的选才要求袁依据教育部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渊实验冤曳以及叶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渊课标实验版冤曳袁修
订 2019年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渊政治冤遥
二尧修订说明
2019年叶考试说明曳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袁对一些内

容进行了微调遥
1.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根据新修订的教材袁适当

调整了野考试范围与要求冶的部分内容袁例如野新发展理念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建设冶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冶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冶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袁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野伟大的民族精神冶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冶野坚持唯物辩证法袁 贯彻新发展理念冶野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冶等条目遥

2.野参考样题冶部分在保持原有题型尧数量和结构的基础
上袁更换了 3道试题遥 具体调整情况见下表院
题型 删 增

选择题

原第 24 题渊2005
年第 35题冤

新第 23题渊2018年第 24题冤袁
原第 23题改为新第 24题

原第 25 题渊2014
年第 24题冤 新第 25题渊2018年第 26题冤

非选择题
原第 35 题渊2014
年第 38题冤

新第 37题 渊2018年第 39题冤袁
原第 36 题改为新第 35 题袁
原第 37题改为新第 36题

调整后的野参考样题冶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院
渊员冤贯彻立德树人袁坚定理想信念
新调整的野参考样题冶注重体现野立德树人冶教育目标袁发

挥考试的育人功能袁引导考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袁
坚定理想信念袁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遥 第 26题
以巨幅长卷叶长江万里图曳的创作为情境袁展现为祖国河山立
传的文化自信遥

渊圆冤坚持素养导向袁考查关键能力
新调整的野参考样题冶坚持素养导向袁将学科内容的考查置

于具体尧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袁恰当选择学科任务袁考查考生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试题力求通过学科任务尧问题情境尧学
科内容的有机融合袁促进考生夯实学科基础知识袁掌握学科基
本思想方法袁开阔学科视野遥第 24题野开往春天的列车冶取材于
京郊长城脚下真实事例袁反映了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回应人民群
众的文化需求袁涉及政府职能尧旅游业发展尧文化需求等多方面
内容袁考查综合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渊猿冤贴近社会生活袁重视社会实践
高考北京卷政治试题贴近社会生活袁 强调实践育人的教

育教学导向袁引导考生拓宽观察视野袁思考社会现实袁主动灵
活地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袁学以致用袁培养考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遥 新加入的三道样题均
体现了这一思想遥

渊源冤坚持基础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样题知识覆盖面和题型分布合理袁关注基本概念尧基本原

理尧基本方法的考查袁突出核心和主干知识袁引导教学向课堂和
教材回归遥参考答案的设置具有开放性袁引导考生独立思考袁鼓
励新思路尧新方法尧新解答袁把考生的创新能力考出来遥第 37题
展现了一系列关于野交换冶的真实图景袁从叶诗经窑卫风曳古老的
物物交换袁到实物尧信息尧思想和观念的交换袁引导考生从具体
的生活情境上升到哲学高度袁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中归纳和
抽象出一般袁思考野交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冶遥试题具有开放性尧
灵活性尧综合性袁采用等级评分的评价方式袁鼓励创新思维遥
三尧教学导向
2019年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袁特别是野考试范围冶和野参考样

题冶的调整袁期望对中学教学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院
1.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增强考生的政治认同遥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袁增强问题意识袁强调学以致用袁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遥
3.注重主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袁夯实考生的基础知识袁同

时强调学科思想尧观点和方法的领悟与理解遥
4.注重知识的结构化和关联性袁强调对学科内容的整体

理解和把握遥

关于2019年高考北京卷 叶考试说明曳修订的说明
北 辰

地理
历史
政治

地 理

2019年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渊地理冤内容依据教育部
颁布的叶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渊实验冤曳和叶2019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曳袁 并结合北京市地理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进行修订遥

新版叶考试说明曳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袁针对部分内
容进行调整袁具体情况如下院野试卷结构冶与野考试内容及
要求冶均无变化遥野参考样题冶部分有略微调整袁删去 2016
年第 5尧6题和第 36题袁 将 2018年第 5尧8题和第 36题
纳入其中遥 野参考样题冶调整情况如下院
题型 删 增

选择题
原第 3尧4 题渊题组冤
渊2016年第 5尧6题冤

新第 3题 渊2018年第
5题冤
新第 4 题渊2018 年第
8题冤

非选择题
原第 31题渊2016年
第 36题冤

新第 31题渊2018年第
36题冤

调整后的野参考样题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院
1.突出地理学科内容的整体性袁注重基础性
样题调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科内容的结构

性和关联性遥 选取的试题涵盖地球和地图尧自然地理尧人
文地理尧区域地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主干知识遥 通过
对考生主干知识的理解和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掌握程度
的考查袁增强考查内容的基础性袁为发展考生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创造条件尧发挥作用遥

2.贴近时代尧贴近社会和贴近考生实际袁彰显育人价值
样题的情境创设着力贯彻野学习生活有用袁终身发

展有用的地理冶袁情境涉及我国土地休耕政策尧故宫博物
院尧京津冀协同发展尧中国与多米尼加建交和企业废钢
冶炼等现实问题袁既有当前时事热点话题袁也有源于考
生日常生活实践的鲜活素材遥 从真实情境中萃取基础和
经典的测试任务袁激发考生创新思维袁力求为考生搭建
展示素养的平台遥

3.强化学科思维方法和探究技能袁体现学科素养
样题体现多种地理学科思维方法和探究技能的考

查袁例如从城市尧国家尧流域尧洲际等尺度认识区域袁运用
地理规律和原理分析地理现象曰围绕公路尧台风尧农业和
工业产品尧博物馆等要素入手袁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
联系与综合曰通过城镇变迁尧湖水变化尧钢铁企业区位变
化等视角认识地理过程遥 题目还涵盖地理比较尧地理因
果联系和因素分析等方法袁 充分考查考生思维能力袁综
合体现学科核心素养遥

4.图表内容经典袁形式丰富
题目有效发挥地图作为地理学科第二语言的功能

和地位袁注重对考生图表技能的考查遥 总体上看袁样题图
表设计精美新颖袁形式丰富多样袁表达内容清晰明确遥 既
含有经典的区域和国家地图尧横向柱状统计图袁也包含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迁移示意图尧多图幅的组合式区域地
图尧某台风风力分布图等遥

通过样题调整袁 期望对中学教学产生如下促进作
用院教学过程要重视学科素养的渗透袁夯实地理基础知
识袁充分认识地理基本规律和原理袁强化学科思维方法
的运用袁注重地理图表技能的培养曰注重学科育人价值
的引领袁充实教学情境袁将试题设计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袁
促进育人目标的实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