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历史试题充分体现了《普通高中

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精神与要求，落实了考试评价“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在服务选拔的同时，积极导向教学，发挥了考试对素质教育的促进作

用。试题进一步明确了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为什么考、

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一、试题回答了“为什么考”的问题

试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服务素质教育发展，充分体现了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全面落实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教育目标。

例如，试题第 17 题突出了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这一

主题。无论是“少年强则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认识，还是周恩

来等人少年立志报国、留学归国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行动，都引导考

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关心国家的命运，将历史学习所得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繁荣

结合起来，立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

贡献。第 18 题中蕴含的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等价值观念，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

文明礼貌月活动、评选文明户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端正党风、加强党

的领导等信息，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

识、理解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历史学科在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试

题基于历史学科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以“立徳树人”为核

心，使考试评价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二、试题回答了“考什么”的问题



试题着眼于考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发展，突出“素质立意”，不是简单的让

考生“按考试要求解答问题”，而是注重让考生“自己发现并解决问题”，全面

考查了考生应该具备的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和必备知识。

1.试题以对核心价值的考查为引领

试题将核心价值作为考查的重要内容，强调考生在对历史事物进行事实判断

基础上，对各种历史解释进行价值判断，引导考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

史发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

中；引领考生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与现实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形成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增强考生的历史

使命感，增强考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以此引领和保证了考试评价的正确方向。

2.试题以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为导向

试题把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作为实现考试核心功能的基本途径，将其融入

了对关键能力和必备知识的考查之中。以第 18 题为例，按照常规设问，就是让

考生概括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容易让考生陷入死记

硬背教材的死胡同。今年的试题转变问题视角，以一个村支书工作笔记的史料价

值设问，突出了对学科素养、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考生进行作答时，首先要了

解材料作者及其身份，提取并整理笔记中的有效信息，从而实现了对史料实证素

养的考查；考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时，要根据材料中提及的时间、空间信息，将

问题定位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坐标上，这需要考生具备基本的时空观念；在此基础

上，了解历史文本中历史事件、现象的相互关系，知道历史文本与作者的关联，

依据正确的历史观和认知方法，对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及各种关联进行客观叙述，



是作答本题的关键，而这一过程正是考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现象进行历

史理解、历史解释的思维过程。

3.试题以对关键能力的考查为重点

试题全面考查了考生知识获取、实践操作、思维认知等三个方面的关键能力

发展水平，既区分了考生综合能力水平的高低，也有利于引导基础教育对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

试题重视史料的运用和情境的创设，考生分析、解决问题时，必须以从材料

中提取有效信息为前提，这需要考生具备基本的阅读理解、信息搜索、信息整理

等知识获取能力；第 8 题、第 13 题、第 16 题等以历史图表创设问题情境，第

17 题要求考生表述成文、第 19 题要求考生就某一历史事件编写对话，是对考生

数据处理、信息转化、应用写作、语言表达等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查；第 13 题要

求考生对史料进行新的运用和解释，第 16 题通过人口分布信息判断地图的历史

时期，第 18 题要求考生能分类说明材料的史料价值，集中考查了考生归纳概括、

演绎推理、辩证思维、批判性思维等思维认知能力。

4.试题以必备知识为考查的基础

试题所考查的必备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基本史事为主的陈述性知

识，例如，诸子百家、王安石变法、国民革命运动、启蒙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工业革命等等，都是中外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文明成果和历史发展线索，都是考生熟知的主干知识；二是基本的历

史学科方法、技能和观念等程序性知识，如第 16 题要求考生提取历史地图中的

有效信息去判断其历史时期，考查了考生基本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时空意识

等等。



三、试题回答了“怎么考”的问题

试题以考生为主体，重视问题情境创设，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

新性的统一，从立意、情境、设问、答案到评价策略运用等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新

特征。

1.试题以情境为载体，以问题为引领，以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为主要考查形

式

试题通过创设陌生的、复杂的、开放的问题情境，考查和检验考生核心素养

水平。试题情境类型多样，包括学习情境（史料、图表、历史叙述、史论等）、

生活情景（第 18 题“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等）、社会情境（第 14 题关于

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各类地理因素的假想国地图等）和学术情境（第 19 题咖啡馆

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也是一部经济史的观点）等。试题情境层次丰富，第 1 题中

两位思想家关于“义”的思想，是显性的、信息构成单一的简单情境；第 8 题近

代西方列强侵华形势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多维度的信息，需要考生进行比较

和概括，则属于综合情境；第 16、17、18、19 题等主观性试题的材料信息构

成复杂，问题指向是多维度和多层级的，方法和路径需要分析和论证，作答时需

要实现材料、观点、论述和历史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属于复杂情境。这些历史情

境避免了考生对已有历史结论的死记硬背，架起了使考生回到历史现场的桥梁，

实现了对考生历史思维能力考查的目标。

2.全面落实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

试题注重考查的基础性。除试题所考查的必备知识都是学科主干知识、学科

基本方法和技能外，试题基础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注重了问题设计与评价的层次

性。选择题难易搭配；试题情境设置层次多样；问题设计由基础的信息提取，到



基于信息整合基础上的分析说明，再到辩证性、批判性的历史解释，层层递进；

在量化评价的基础上，注重分类、分层等质性评分方法的运用。这使不同层次的

考生都有话可说，有分可得，使每个考生都有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提高了

试题的适应性。

试题注重考查的综合性。试题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强

调考查内容融会贯通。如第 19 题以英国咖啡馆的发展变化切入，考查了 17 世

纪到 19 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同时，试题还实现了对核

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考查的有机统一。例如，选择题虽然体

量有限，但每道题都基本涉及了两个以上的学科素养要素，第 13 题更是涉及了

唯物史观、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观等六个要素，

同时实现了对获取和解读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等关键能力的考查。

试题注重考查的应用性。试题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发挥了历史学科的应用

价值。第 4 题王安石“以工代赈”的措施，着眼于从长远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

可以为今天的扶贫攻坚提供有意义的现实借鉴。第 17 题与考生的生活与学习相

联系，有利于培养考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第 18 题在情

境设置上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让考生回溯历史，在全面客观了解 20 世纪八十

年代农村改革基础上，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国情的认识，帮助考

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试题注重考查的创新性。第 4 题利用历史学知识和方法回应现实问题；第

13 题要求考生对史料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对已有的历史结论进行辩证性、批

判性思考；第 14 题对历史事物之间联系进行新的发掘；第 19 题要求考生编写



对话，设置的是开放性、探究性任务等，都是对考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考查的

集中体现。

3.试题统筹兼顾，注重考查的整体性

试题统筹兼顾，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鲜明。试题在对必备知

识的考查上，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三个领域的内容分布相对均衡，中国

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个部分比例分配较为合理。试题在对核心素养

和关键能力的考查上，每道试题都有所侧重，如第 16 题突出了时空观念，第 18

题强调了史料实证，第 17、19 题重点考查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素养。同时，

从整份试题来看，试题以核心价值导向、思维能力导向为主线，考查目标涉及了

学科核心素养的各个要素、关键能力的各个领域，考查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