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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新”背景下试题落实核心素养的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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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考——考试的目的与作用

能考什么——考试的目标与内容

怎么命题——命题的技术与规范

一、试题规范与标准



• 命题（出题目）：是通过对知识点和基本能力基本方法

进行组织整理,形成有针对性检测功能的试题的过程。

        

• 出考卷：对知识体系（知识串）和多种能力目标进行梳

理，通过编制一系列试题，形成对某一阶段学习成果进

行检测的试卷的过程。 



　 难度：反映学生完成试题的难易程度的数

量指标。难度又称通过率。难度的两种表

达式：

  1.P=T/N    P＝答对某题的人数 /参加

测验的学生总数

    2.P＝X/Xm    P＝学生某题的得分平

均分/某题的满分

  区分度：试题对不同学生水平高低

的数量鉴别指标，是衡量试题质

量的一条重要标准。计算区分度

的方法之一：

　分组法：D＝Ph-Pi(得分最高的27%

被试人在该题上的通过率-得分最

低的27%被试人在该题上的通过率)

  



一、坚持依标施考，合理控制难度
二、聚焦立德树人，彰显学科特色
三、突出能力考查，指向素养立意
四、重视学生立场，强化实践引领
五、坚持稳中求进，努力守正创新



高远立意
复杂情境

巧问妙答
华丽外衣

二、试题编制与创新

立意 情境

设问 答案



（一）高远立意

双基目标 三维目标 素养目标

知识立意 能力立意 素养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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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情怀



(2021·温州）

15.八里尔银币的流通可以说明

  A.整个美洲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

  B.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C.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基本特征    

  D.主要大洲间建立了直接商业联系
 



(2021·湖州）



 创设新的真实复杂情境

新的复杂情境

常见的复杂情境

新的简单情境

常见的简单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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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二）复杂情境

            义务教育学业水平考试

命题应注重考试命题的素养导

向，通过设置开放的、与所学

内容有关的真实问题情境，考

查学生的历史课程核心素养水

平。

课程标准(2022版)



        学生在经历新的复杂情境的过程中,学科知识和技能不断结构化,学科思维方式、探究模式和价值

观念逐渐得以形成,并在应对和解决各种复杂开放的陌生任务时不断得到整合和运用。当学生能够整

合已有的结构化知识和技能,运用学科思维和观念开展严谨的探究活动,灵活的、创造性地解决或应对

各种复杂现实任务或情境时,就表现出了高水平的素养。

学科知识 

学科思维方式 探究模式

价值观念 学科技能 

整合运用 

高水平
的素养



新的复杂情境

(2019·湖州）



情境创设
素材来源

根植乡土

源于实践

博览群书

聚焦热点



（三）巧问妙答

科学规范

精准发力

问材适切
巧问出新

序号标点规范/逻辑严谨/语言表达科学规范……

考查主干、核心知识/考查教学关键问题

材料为问题而设，问题因材料而生 03
 04

 02

 01

不入俗套  思维开放

 03

 02

 01



（四）华丽外衣

 01 队列整齐

 02 异彩纷呈

 03 时髦靓丽

 04 风格鲜明



三、试题展望与思考

（一）试题评估可能的变化





杨向东《素养导向的考试命题》（二）素养导向测评的关键要素

1.源于现实世界、贴近学生经验的真实情境
社会生产或生活实践（家庭、社区、学校、社会、全球）

2.创设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或问题
任务或问题具有超越评价的现实价值

3.解决问题所需的学科内容
学科知识、技能
学科观念（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学科实践（思维方法、探究模式）







例1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
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史料努
力重现 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
法。

1.了解史料的主要类型，初步学会从多种
渠道获取历史信息，提高对史料的识读能力。

2.能够尝试运用史料说明历史问题，学会
根据可信史料对历史进行论述。

3.初步形成重证据的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
的能力。

内 涵 主要表现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
客观地认识和评判历史的态度
和 方法。

1.能够初步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
2.能够客观叙述和分析历 史，有理有据地

表达自己的看法
3.在理解和辨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尝试发

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加以论证，形成自己的
历史认识。



例2



【示例一】
观点：全民族抗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
选择的史事：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八路军打响百团大战， 等等。
论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中国共产党于 1935年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主张，1936年促成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七七
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掀起了 全民族抗战；中国军民在台儿庄战役、
百团大战等战役中沉重打击了 日本侵略军。

1945年，中国战场对日寇最后反攻，取得抗日战
争 胜利。
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团
结抗战，是中国 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

【示例二】
观点：只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协作反对侵略战争，
才能赢得 和平。

选择的史事：26个国家的代表签署《联合国家宣
言》；美国、英 国、中国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
罗会议；美英等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 开辟欧洲
第二战场；等等。
论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七七事变后，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
片领土沦陷；在其他战场上，法西斯国 家疯狂
进攻。

1942年，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国签署了
《联合国家宣 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各国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如美苏对 中国抗战
的援助，美英等国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
第二战场 等，才最终打败法西斯，取得了战争
的胜利。由此可见，只有世界各 国人民团结协
作反对侵略战争，才能赢得和平。



【示例三】
观点：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选择的史事：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主张，七七

事变，八路军打响百团大战，26个国家的代表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远
征军进入缅甸作战，美国、英国、中国三国 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等等。
论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 国共产党提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军民在台儿庄战 役、百团大战等战役中沉重打击了
日本侵略军。中国疆域辽阔，地形 复杂，全民族艰苦抗战，牵制日军兵力最多。

1942年，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 言》，中国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1942年，中国远征 军入缅作战；1943年，
美国、英国、中国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 议。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保障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022温州卷第26题）（14分）
抗疫，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彰显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
【抗疫·折射时代现实】
19世纪，流行性发热开始在英国工业化城市的工厂和拥挤、肮脏的住宅区传播，对劳动人口造成严重伤害。与
此同时，蒸汽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1831~1854年欧洲六次霍乱大流行均起源于印度，
而此前这种疾病从未传播到亚洲以外的地区。传染病防控成为19世纪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问题。
——摘编自【美】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1）根据材料，说明19世纪疫病防控在欧洲备受关注的现实原因。（4分）
【抗疫·关乎民心向背】
抗战以来，华北广大地区因日寇的残酷扫荡，出现了严重的疫病流行。本着“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
争胜利”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实施各种防疫办法，取得显著成效。
河北一位老人说: “鬼子给我们造成病，八路军给咱们治好病，真是救命的恩人。”
——摘编自李洪河等《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述论》
（2）结合材料，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卫生防疫对抗战的意义。（4分）
 【抗疫·贡献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3）下列观点任选其一，结合上述材料，以疫病防控为例予以论述。（要求：逻辑严密，表述简洁）（6分）
观点1：历史灾难在造成伤痛的同时，也推动了历史进步。观点2：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



【答案】（14分）（1）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城市环境恶化，疫病流行，造成劳动力损失；工业革命带来
交通运输业的显著变化，加速了人口流动，出现病毒的跨洲传播。（4分）
（2）根据地防疫，保护了军民的身体健康，增进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根据地社会稳
定，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有利于团结力量共同抗日。（4分）
（3）评分标准：
 

水平1 围绕选定的观点有简单论述或说明，但未联系材料的史实 1分

水平2 围绕选定的观点展开论述，运用了材料中的史实，但不充分或不够典型，条理基本清楚 2~3分

水平3 紧扣选定的观点加以论述，运用材料中多则史实，能够做到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4~5分

水平4
充分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论证选定的观点，逻辑严密（如在论述中形成有思想深度的理解，
可另加1分，但总分不超6分）

6分

示例：
观点1：疫病是人类发展的重大威胁，人类文明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同疫病斗争的历史。19世纪末，工业化、城

市化引发的疫病传播，在导致人口和经济损失的同时，也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面对不断加深
的民族危机，党领导根据地积极开展卫生防疫，与“民族敌人”和“健康敌人”共同作战，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独
立事业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党领导中国人民
从疫病医疗的历史中寻找答案，研发新药，完善法制，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管理能力，稳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综上，人类在历史灾难的应对、反思和探索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观点2：历史告诉我们，能否解决好民情、民困，关乎社会永续发展。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使命。抗战时期，为保障根据地军民身体健康开展的“卫生防疫战”，是民族独立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组织疫苗接种，到加强公共卫生法制建设，再到鼓励科研、发展医药民生，党和政府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健康福祉放在第一位，切实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保护人民健康的历史，充分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



感谢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