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北京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思想政治试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导向，围绕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北京冬奥会、国家和社会治理等社会生活的

重大主题，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育

人要求有机融入到试题中，引导考生培育政治认同素养，坚定“四个自信”，为全面发展奠定思

想政治素质基础。试题结合教学实际，坚持变中求稳、稳中求进，创新情境呈现方式、优化问题

设计，平稳实现过渡，科学引导教学，充分彰显了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育人功能。

一、坚守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

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试题坚守初心和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

凝眸疫情防控，聚焦脱贫攻坚，关注社会发展，情系民生福祉，引导考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

国情怀，增强“四个自信”，肩负时代重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试题注重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情境，如，第 9 题以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中，派出驻村工作队，选派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为背

景，引导考生感受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骨干带头作用，从优秀群体的行为中受到启发和感染，

思考自身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创造人生价值。

坚持政治方向引领，增强“四个自信”，是思想政治试题一贯的价值追求。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必然给考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试题注重讲好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故事，如，第 2

题通过《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方寸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的感人画卷；如，第 20 题以中央统一指挥、各方协调配合共克时艰为情境，让考生深刻感悟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儿女逆行出征英勇

无畏的精神风貌，引导考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深入思考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和价值选择。



试题注重落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要求，坚持“五

育并举，全面发展”理念，在引导考学生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同时，将美育、劳动教育有

机注入试题。如，第 3 题以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插秧、开镰等农事体验活动为背景，引导考生了

解农耕文化，体会劳动艰辛，继承中华民族崇尚劳动的优秀传统，树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思

想意识。如，第 16 题以北京 2022 年冬奥色彩系统为背景，既引导考生理解中华色彩文化的博

大精深、时代内涵和情感价值，又注重陶冶考生的审美情操，提升考生的审美品味，发挥了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的积极作用。

二、关注思维方法，聚焦关键能力

试题坚持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指导，结合考试内容改革要求，以鲜活的情境为载体，以学科任

务为依托，以灵活多样的设问方式综合评价考生辨识与理解、阐释与论证、探究与建构、反思与

评价的能力。要求考生精准运用学科知识正确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等。

试题要求考生运用辩证思维能力“辨识与理解”社会问题。如，第 21 题呈现甲骨文“化”

字，引导考生从处理问题、协调人际关系、艺术创作等多维度理解“化”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思

考“化”字的时代价值，运用学科思维方法认识、分析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试题要求考生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阐释与论证”问题。如，第 17 题以北京市发改

委网站中可看到的“价格监测”信息为情境，要求考生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为什么要对

某些商品进行价格监测，以及推测商品批发价和零售价差异、农贸零售价和超市零售价差异的经

济原因。正确作答题目需要考生运用分析与综合思维方法，对价格不同的经济原因作出科学的阐

释与论证，深度思考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

试题强化“探究与建构”能力考查，引导考生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第 16 题以北京 2022

年冬奥色彩系统为话题，考查考生对中华文化元素的认识与理解，思考如何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



力，针对问题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提出合理的方案及有创见的想法，试题引导考生理解文化

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试题关注“反思与评价”能力的考查，引导考生提升思维品质。如，第 5 题以智能技术给

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同感受为情境，要求考生从哲学角度反思智能技术的应用要注重价值考

量，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三、坚持素养导向，培育时代新人

试题聚焦培育学科核心素养，围绕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主题选材，彰显鲜明时代特征。通过真

实鲜活的情境引导考生关注时代发展，思考现实问题，提升社会参与能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责任感。如，第 19 题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为议题，历史地呈现我国解决生活垃圾问题的政

策，引导学生思考城市生态治理的政策演变，并从哲学角度提出政策优化的方法论建议，使考生

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如，第 17 题以北京市发改委网站中可看到的“价格监

测”信息为情境，要求考生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完成“解释与论证”学科任务，揭示

问题本质，树立科学精神；如，第 18 题以政协委员在义诊中发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实例

撰写提案为情境，引导考生思考一份提案是如何转变为健康福祉的，考查考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的意识和能力。

四、紧扣时代主题，彰显首都特色

试题凸显北京特色，关注人与城市的发展，充分利用北京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资源，

展现首都历史文化风貌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考查考生的思维特点、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

如，第 1 题以北京市提出要建设布局合理、展陈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之城”为话题，

引导考生带入到体验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了解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如，第 4 题以永定

河治理为载体，见证北京城的发展历史，展现城市生态综合治理的良好效果。



如，第 6、7 题以“我们的城市——北京儿童城市规划宣传教育计划”的公益宣传教育项目

为情境，呈现“探寻中轴线”“探秘自行车高速路”“寻找玉河”“城市公共空间观测与营造”

等四节公开课，引导学生多角度课程的意义和价值、参与课程的科学方法。

试题选择具有首都特点、发生在考生身边的鲜活事例，使考生感受到北京城市建设的成就、

首都社会发展的现状，增强对家乡的关心与热爱，并积极投身到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中。如，第

17 题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便民查询网页为素材，以价格为话题，引导考生运用

学科内容展开分析，深刻体会北京市政府便民利民、优质服务的身边生活，体味幸福感和获得感。

如，第 3 题以学校组织参加京郊插秧、开镰等农事体验活动为情境，考查考生对劳动教育

的理解，体会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领略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价值。如，第 16

题以北京 2022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色彩系统为题材，引导考生感悟色彩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元

素和深邃的情感。

试题坚持素养导向，力求通过学科任务、问题情境、学科内容的有机融合，考查考生的必备

知识和关键能力，对教学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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