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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古今 以史育人
——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历史试卷特点

北 辰

渗透新课标理念 体现学史增智

1.以考查核心素养为导向

历史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

目标。试题既侧重某一素养的考查，

又注重历史课程核心素养的综合考

查。例如，第 3 题考查铁制工具发展

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唯物

史观的基本观点，考查学生初步学会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看待历史。第 6

题要求学生借助所学知识，推测文物

所处时代，并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综合考查了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

史解释等素养。

2.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多种联系

学习历史要了解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各种联系。试题注重考查学生对古

今联系、因果联系、横向联系、中外联

系的把握。例如，第 16 题考查我国明

代出现马铃薯记载的世界历史背景，

体现了中外历史联系。第 23 题（3）提

供了 20 世纪的中外历史重大史事，要

求学生选取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件史

事，并对其内在联系进行阐释。

3.体现历史学习方式的发展

单元主题学习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进一步

发展核心素养。试题体现了这一发展

方向。例如，第9题以台湾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为主题，纵向梳理台湾行

政地位的变化，考查学生对这一学习主

题的理解。第 4 题关于秦始皇陵地宫

位置的确定，融合了历史学科与化学学

科的相关知识，初步体现了跨学科主题

学习的意识。

坚持正确政治导向 体现学史铸魂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成就突出，试

题中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考查。例如，第2题展现了古代先贤

的智慧，考查学生对儒家治国理念和个

人道德要求的理解，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第21题（1）通过呈现中国

古代科技成就，使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

科技的领先和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

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传承革命文化

近代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侵略

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领导核

心，试题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考

查。例如，第 22 题（1）（2）通过对早

期现代化的史实和教训的追问，以

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伟大历程的回顾，引导学生鉴往知

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

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再

如，以爱国主题故事会、北京地区人

民抗日事迹等入题，让学生从中感

悟近现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进

行的英勇斗争。

3.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取得了伟大成就，试题对此有突出考

查。例如，第 22 题（2）展现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

立后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学生认同中

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重

大成果。

落实“双减”要求 体现学以致用

1.注重考查主干知识

课程标准是命题的重要依据，试题

依据课程内容要求考查了中外历史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史事、时代特征等主干知

识。例如，中国古代史以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发展为主线，考查了农业发展、制度

创新、边疆管理等内容；中国近代史以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主线，考查了五四运

动、井冈山道路、抗日战争等内容；世界

史考查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民族解放

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内容。

2.紧密联系教材内容

统编教材是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

依据，试题继续依据教材内容命制。

试题大量直接运用教材中的正文、照

片、地图等，创设了学生熟悉的答题情

境，贴近学生的学习实际。例如，第 9

题直接采用了教材正文中中央政府对

台湾地区管理的内容构成试题情境。

试题侧重考查了教材知识结构。例

如，第5题以示意图的形式考查了三国

两晋南北朝单元知识的内在联系。试

题考查学生对教材观点和结论的深入

理解。例如，第 11 题用原始材料创设

新情境，考查学生对教材中五四运动

意义的理解。

3.关注学生学习实际

历史学习主要是通过研习历史材

料，探讨问题，形成历史认识。试题注

重多层次设问，形成学生学习过程与

考试解题过程的统一，体现了“教—学

—评”的一致性。例如，第21题设问层

层递进，考查学生在获取有效信息的

基础上，概括特点和趋势，并分析原因

和影响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

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全面认

识。试题情境符合学生课内外常用的

学习方式，例如绘制示意图、实地考

察、问题研讨等。

彰显首都特色

体现宽广融通

1.充分挖掘北京历史文化资源

北京既是千年古都，也见证了近

现代社会变迁，试题充分挖掘了北京

的历史文化资源。例如，第 13 题呈现

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海淀、门头

沟等四个区的抗日遗址，涉及地域广，

体现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第 24

题，通过主题实践活动的形式，将北京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遗址

相串联，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北京地区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家乡历

史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2.关注时代热点话题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延续，历史与

现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试

题贴近时代，关注热点，体现出强烈

的时代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例如，第

22 题（1）（2）以中国式现代化入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提出的

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

新重大成果。试题从历史和现实角

度，引导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历

程进行思考、归纳史实、总结特点，加

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理解

和认同；第 22 题（3）从中国式现代化

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价值

追求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

的伟大意义。

3.创设开放情境引导学生探究

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进

一步提高开放性、综合性、探究性试题

比例。试题选材视野宽广，创设了开放

的试题情境，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进

行积极探究。例如，第 23题（3）通过 8

张历史照片，展示了 20 世纪中外重大

历史事件，要求学生自主选择相关史

事，探寻因果关系，给学生提供了广阔

的选择空间，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创造

性解决问题。评价科学合理，分层赋

分，能有效测评学生不同层面的表现。

总之，历史试卷综合中有侧重，稳

定中有创新，试题内容通达古今，追求

以史育人的良好效果。

2023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历史试卷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标，按照教育部和北京

市教委有关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依据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充分发挥学业水平考试的积极导向。试题继续保持

布局高远、厚重大气、鲜活灵动的特点，贴近教学实际，考查主干知识，引领教学重视教材，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