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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历史试题是
这样的



基于“核心素养”教育理念强调了三根支柱：

1.理解了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习得鲜活的知识与技能）。

2.怎样运用理解和掌握了的知识（培育能够直面未知情境的思考

力、判断力与表达力）。

3.怎样处世并创造精彩的人生（向学秉性与人格涵养）。

  “能做什么”——能够运用种种知识与信息、拥有自己的思考、创

造新的观念——比“习得知识”更为重要。作为主体的学习者在学习

的过程中同现实社会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借助于和他者的对话，求

得有深度、有广度的学习。



一个实验（Wineburg,1991)：



创新的机制——迁移

迁移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真实世界中的挑战。

教育要使学生学会“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未来真实情境

中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没有现成方案的，需要创造地运用专家

思维来解决。



◎迁移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区分的依据是新

的任务和原任务之间的相似度。

◎珀金斯等按照任务的相似性区分了两种迁移，

当新任务与原任 务 相 似 时 ，称 为“ 低 通 

路 迁 移 ”（low-road  transfer），当新任务

与原任务不相似时，称为“高通路迁移”

（high-road transfer）。

◎低通路迁移只是达成相似的“具体与具体”

之间的简单关联，比如通过大量的练习，让学

生熟悉各种题型。而高通路迁移则不断形成

“具体与抽象”以及“抽象与抽象”交错的复

杂认知结构，从而能联结不相似的“具体与具

体”。

◎加拿大教学专家斯特恩（Stern，J.）则在珀金斯等人的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学科领域和现实世界”

的维度，构成了迁移的四个象限，而“创新属于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高通路型迁移”。

迁移的四个象限



评价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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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的中考样题
是这样的

《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和》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
学业水平考试样题2

观点
（论点）

史实/事件
（论据）

阐述/说明
（逻辑推导/论证）



观点:

相关
史实:

论述: 全民族抗战是
怎么形成的？

全民族抗战的
表现

全民族抗战的
结果

全民族抗战



分要素：观点（开放多元）、材料运用（史事联系）、论述（表述严谨）

分层次：前结构水平、单点结构水平、多点结构水平、关联结构水平



《义务教
育地理课
程标准》
2022年版
学业水平
考试样题

1.图中采用“灯泡”形线

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若规划建设的高速铁路

经过A和B，你选择采取直

线还是“灯泡”形线路？

说明理由。

3.你认为“裁弯取直”后

那些以前的老线路，还有

再开发利用的价值吗？说

说你的看法。



新课标视阈下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改革：

核心理念：以“能做什么”检测“学到什么”

● 试题命制既要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要注重考查思维过程、创新意识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题结构，减少机械记忆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提高

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

● 充分考虑城乡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典型性和适切性，提高

试题情境设计水平。   

——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教基〔2019〕15号）  



（一）试题内容的改革（考什么）：

重视对知识理解、能力应用的结构化考查

——以完整、真实的任务，考查学生知识理解、能力应用的结构化水平，从而扭转

对知识点、能力点的碎片化、零散化考查

——以“用”的结构性特点，考查“学”的融会贯通和深度掌握水平

——充分落实新课标要求，促进“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思想

重视对实践经历、实践能力的考查

——加强对学生应有实践经历的考查，推进历史学科实践的落实

——加强对实践活动的设计、实施、评估等方案制定水平的考查

重视对大概念的考查

——关注知识、能力的融通与内化，考查对历史思维、学科关键能力的掌握水平

——关注历史思维、关键能力的积淀状况，考查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形式水平



提升情境化命题水
平
1.确保在真实境况、
真实场景下考查学生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
2.增加情境的必要容
量、复杂性，强化情
境问题的价值意义

（二）试题形式的改革(怎么考？）：

减少客观性试题
比重
1.减少记忆性、简
单理解类、简单应
用类试题的比重
2.改进客观题的命
制方式：在真实情
境中测试学生的理
解与应用

增加开放性试题
比重
1.试题呈现问题、过
程、结果的多样性、
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2.考查学生在开放
性情境下的判断、
决策、问题解决等
能力

增加综合性试题
比重
1.增加学科内综合、
跨学科综合的测试
方式，体现应用的
真实性
2.重视对阅读、表
达、思维、探究等
方面的考查



以游戏伦理体察文
艺复兴思想解放，通
过14~15世纪法国社会
游戏观的转变，考查
学生对时代背景下人
文主义的深层理解。

以大英博物馆典藏文
物——八里尔银币为话
题，讲述了其铸造与流
通的过程，为学生认识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课标要求：通过了解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神曲》、莎士比
亚的戏剧，初步理解“人文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人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课标要求：通过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的探险活动，以及新航路开辟后的殖民扩张、物
种交换和全球贸易，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认识新航路开辟的世界影响，理
解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

2021年温州卷



温州·2020年第25题

思路：

1.根据材料，找出杜威和罗素的演讲在中

国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响。

2.联系相关史实，分析原因。

相关史实：

1920年——新文化运动——主张，性质与

影响

杜威提倡社会转型需理念转变，符合当时

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积极改造社会

的需求；

罗素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符合新

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

旧礼制的社会思潮。



导引P85 第26题 观点：1920年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总体

特征（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

出新）

相关史实：获取信息——分类

1.思想领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变革、《共

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人通俗

读物创刊

2.教育领域：使用白话文教材

3.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党的早期组织

建立；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转变；工会组织的创立

2020年温州卷第26题

p “共时性”:

   史实共用了同一时间节点，

奠定了横向联系的基础。



观点：1920年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总体

特征（提示语：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

折地推陈出新）

相关史实：获取信息——史实关联（逻辑建构）

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白话文运动的深化——

3.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转变——

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进步

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随着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团

体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他们积极到

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成立工会

组织。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是一个持续

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提示语：1920年的中国，前承五四新文化运动，
后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民革命，折射出近代
社会新陈代谢这一总体特征。）

p “历时性”：

    不同时间段的史实，在发展过

程中分享了时间的连续性，奠定

了纵向归纳的基础。



重点：问题解决

途径：

信息获取——逻辑

推导——观点表述

严密的逻

辑性是高

阶思维的

重要特征

      



怎么考查“五四运动”的意义？

（1）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中国共

产党举行纪念活动，号召青年发动群众，抵抗侵略。

（2）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活动，激励青年，发挥创

新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以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为主要内
容的伟大五四精神

     1.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由旧到新转折点）
    2.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
泛性，分别体现在哪里？
    3.结合史实，阐述你对五四精神内涵的理解。



复习建议

第 二 部 分



复习的意义：

     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与融会贯通，最终指向新情境下

的问题解决。

1.知识的深度理解
3.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迁移）

复习课要达成的3个目标：

2.技能的熟练运用

应试技巧



老调再谈：



    

       学生首先采用上位学习的方式，从

基本事实、基本现象出发，归纳原理、

规律，再通过教师引导，揭示具体实

例或现象背后隐藏的核心概念，建立

有逻辑结构的知识体系。然后，学生

再以下位学习的方式去思考，解决新

问题。基本事实、基本现象

学科核心概念

学科一般概念

跨学科
共通概念



结构化 迁移运用



      



全民族抗战是
怎么形成的？

全民族抗战的
表现

全民族抗战的
结果

全民族抗战







中国历史八上第二、三单元

主题：近代化的探索 内容：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

知识结构化：（整体性、关联性） 达成深度理解：（整体性、关联性）
救亡图存的探索——近代化
1.分别学什么？
     ——内容的比较，突显递进性
2.为何民族危机加剧？
     ——结果的比较，突显艰巨性
3.失败的探索是否值得？
     ——着眼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
基本规律与趋势，突显整体性



如何实现知识的结构化？

1.基于大概念
（单元主题，内容主
旨，阶段特征，核心
概念）

2.关注关联
（史事关联、区域要
素关联）

3.强化逻辑
（多元视角、分类思
维，逻辑严密）



“辛亥革命的意义”认知结构化



繁荣与开放时代的终结



英雄是时代的代表者和历史的
重要创造者。
英雄在历史创造方面的价值主
要表现为顺应历史要求，走在
时代前列，引领发展。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马克思指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
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条件下创造的。

     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必然性主导偶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的规律支配的。”即
历史的偶然性受规律（必然性）支配。



大概念：外重内轻——中央集权

问题链： 1.表现

               2.原因

               3.危害

◎安史之乱

◎黄巢起义与唐朝灭亡

◎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分立

唐的衰亡，五代十
国的动荡

（繁荣与开放时代
的终结）



  世界部分矿产资源耗竭年限预测

资源问题       

总量不足

消耗量急剧上升

短
缺

甲、降低生产对资源的消耗            

乙、实施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丙、扩展自然资源开发范围            

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节流”

“开源”

跨区域
调配

空间分布
不均衡

人口过快增长

科技

示例：资源问题



环境

资源

人口
过快

短缺

过度

恶化过度

发展
受阻

人类活动

PRED问题的本质：不协调（人与自然未能和谐共处）

PRED问题的破解之道：协调发展，人地和谐

示例：
PRED问题



区域位置与分布
区域特征

区域差异 区域联系

      区 域 变 化

区域
可持
续发
展



2022年第24题

河西走廊（夏）.pptx


疏通能知远，论证须有据

        《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依据

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二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

对未来的想法。

历史学习的宗旨：

疏通知远：宏观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培养学生基于主体反

思的历史意识，并能够系统表述，言之有理。

论证有据：知道历史材料的分类，能从史料（难度与教材文献持平）中获取有效

信息，理解证据在进行历史论证时的重要性，能够根据有关的材料对历史进行思考（有
一份材料说一份话）。



达于素养培育

序号 素养考查意向 能力分解描述 实践路径

1
深入理解史料

发现历史问题

2

迅速整合信息

有效构建逻辑

形成历史判断

3 顺畅表述呈现

从史料中有效获取历史信息；

通过知识迁移扩展信息来源；

概括信息中的关键要点；

捕捉材料中的矛盾信息；

发现矛盾信息中的历史问题。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思考；

将史事按一定标准归类；

对历史人物、事件等作出价值判断；

分析推断历史事件、现象的因果关系，对后世的影响；

建立多个历史事实、概念间的关系，再现某个时段历史

过程的全貌……

尽可能使用专业术语且合乎史学规范的、条理清晰

地进行书面表述

读：获取
和解读历
史信息

思：感知
历史、理
解历史

达：阐释
历史

实践迁移



指向问题解决：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融会贯通），实现
迁移运用，明晰问题解决的基本路径（范式、原理、规律）

真实情境下的深度学习
大问题（核心问题）的特征：
1.书上找不到答案

2.具有挑战性（有一定难度）

3.综合运用学科知识

4.可观察学习结果（关注思维过程）



绘制孙中山革命生涯轨迹图

夏陈伟《绘制孙中山政治生涯轨迹图》课堂实录.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