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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解析】

历史学科核心价值
在高考试题中的考查分析
———以 2023 年高考文科综合全国新课标卷为例

刘　 运

　 　 【摘　 要】历史学科核心价值主要包括唯物史观、认同意识、世界意识三个方面的内涵,2023 年高考文科综

合全国新课标卷分别从立意、情境和问题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全面考查。 在教学中落实历史学科核心价值要注

意:教学立意应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历史情境应有丰富的价值意蕴;问题设计应有明晰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中学历史;高考;核心价值;高考评价体系;新课标卷

　 　 高考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1]92019 年,教

育部明确提出要立足全面发展育人目标,构建包括核

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 简称 “ 四

层”)在内的高考考查内容体系。 这是立德树人和素

质教育目标在高考中的表达与体现。 其中,
 

“四层”
考查内容以核心价值为引领,始终凸显核心价值在育

人中的重要地位。[2]24 这就决定了对学科素养、关键

能力、必备知识的考查必须置于核心价值的统领之

下。 核心价值强调学科共性,但是不同学科应根据各

自的学科特点,确定与学科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的具体

内容,以确保能够将核心价值落实到每个学科中。[2]3

基于此,本文以 2023 年高考文科综合全国新课标卷

(以下简称“新课标卷”)历史试题为例,提炼与梳理

历史学科核心价值的内涵,分析历史学科核心价值在

高考中的考查方式及特征,并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

择性必修 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 4 课“中国历

代变法和改革”为例,探究核心价值在高中历史教学

中的落地策略,希冀为高中历史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供新的思路。
一、历史学科核心价值的内涵分析

高考评价体系是制定命题标准的重要依据,是评

价试题试卷、考生水平和考试目标达成度的量尺。 在

高考评价体系“四层”考查内容中,作为第一层考查

内容的核心价值主要包含了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世

界观和方法论、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三个方面的内

涵[1]14,它们是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考查中

体现出的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 可见,核心价

值要求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也正是高中历史

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关于历史学科的核心价值,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

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课程标

准”)明确提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

和价值判断,具体要求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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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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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第三,增强学生的历史使

命感、认同意识以及世界意识等。[3]2 基于课程标准的

要求并对照高考评价体系中核心价值三个方面的指

标内涵,笔者认为可以将历史学科核心价值的内涵概

括提炼为唯物史观、认同意识、世界意识三个方面,具
体如下页表 1 所示。

课程标准的价值要求既与高考评价体系中核心

价值的考查内容相契合,也构成了历史学科核心价值

的内涵表现,为核心价值在高中历史教学和高考评价

中提供了落实方向。 就历史学科而言,应在高考评价

体系倡导的核心价值引领下,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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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历史学科核心价值三个方面的内涵

内涵 内涵表现

唯物史观

能够了解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

法;能够理解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能够正

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能够将唯物史

观运用于历史的学习与探究中,并将唯物史观

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3]6

认同意识

增强学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世界意识

从全球视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了解世

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

民族的文化传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培养其家国情怀,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和文化观,开拓国际视野,增强世界意识。
二、历史学科核心价值在高考试题中的考查

高考评价体系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作为考查要求,各学科在命制试题时应以核心价值为

引领,根据学科特点细化共性要求,制定学科化的考

试要求,发挥高考的育人功能。 笔者以 2023 年高考

文科综合全国新课标卷历史试题为研究对象,对历史

学科核心价值的考查分布及特征进行探究分析。
(一)历史学科核心价值在高考试题中的考查

分布

考查内容的选择应该聚焦能够反映核心价值的

生活实践和学习探索情境,从而测量出学生在分析和

解决这些情境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核心价值、学科

素养、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综合水

平。[2]29 这是对学科情境的共性要求,不同学科应设

计具有学科特质的情境。 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学科的

情境类型包括学习情境、生活情境、社会情境和学术

情境[3]59,这与高考评价体系对核心价值考查的情境

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在试题命制时可以通过多维度情

境,考查学生在核心价值引领下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所

表现出的核心价值的掌握程度和综合水平。 基于以上

分析,笔者从内容和情境等方面对新课标卷历史学科

核心价值的考查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统计(见表 2)。
核心价值体现了各学科的育人目标,是高考评价

重要的考查内容。 从表 2 可以看出,新课标卷从不同

　 　 表 2 新课标卷对历史学科核心价值的考查情况

题号 考查内容 考查情境 高中历史学科核心价值

24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发展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认同意识

25 儒家与法家代表人物的治国主张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认同意识

26 两汉时期“州”的演变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

27 唐人李元谅身世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

28 明朝东南沿海工商业市镇的兴起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29 清末士绅阶层的民主意识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

30 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认同意识

31 《汉谟拉比法典》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32 东罗马帝国的衰亡 学术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33 拿破仑战争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34 日本的近代化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35 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态度 社会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

42 中美两国与各自周边国家的关系 社会情境 唯物史观、世界意识、认同意识

43 地域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学习情境、生活情境 唯物史观、认同意识

44 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 学习情境 唯物史观、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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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角度,创设多种类型的情境对高中历史学科核

心价值进行全面考查,这恰恰彰显了立德树人的命题

目标。
(二)历史学科核心价值在高考试题中的考查

特征

新课标卷历史试题分别从立意、情境和问题三个

维度对历史学科核心价值唯物史观、认同意识、世界

意识三个方面的内涵进行了深度考查。
其一,价值立意凸显认同取向。
高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而学

科核心价值是发挥高考积极导向作用的关键基础。
其中,认同意识的培育是历史学科核心价值的重要构

成,也是高中历史课程的价值目标。 从价值立意来

看,新课标卷历史试题非常注重认同意识的考查与培

养。 接下来,笔者以新课标卷第 43 题为例对此阐释

说明。
43.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不间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融汇各地域文化的涓涓细流,内涵不断丰富,影响

逐渐扩大,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气象。
选择一个地域,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以具体

史实阐述该地域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要求:选择

的地域与史实须相互吻合,表达清晰,观点正确。)
这道题考查的主题是“地域对中华文明发展的

贡献”,从题目的要求可以看出,学生选择的地域应

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学生熟悉的地域;二是具有

悠久的历史。 学生熟悉的地域既可以是学生生活过

的家乡,也可以是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所熟知的其他地

域,在此借助学习情境与生活情境为认同意识的考查

构建了情感纽带。 题目中“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

识”的要求,说明学生选择的地域既要有自身发展的

历史,又要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典型性。 除此之外,
学生要对选择地域的历史有清晰而深刻的了解与认

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学生认同意识

的考查。 题目最后要求阐述“地域对中华文明发展

的贡献”,这不仅厘清了地域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关

系,而且对学生认同意识的考查范围从区域认同上升

到对中华民族、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鼓励

学生立志为家乡、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

贡献,同时学生的家国情怀等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也得以滋养。

其二,多元情境涵育科学态度。
课程标准指出:

 

“探寻历史的真相,对历史进行

实事求是的阐释,是历史学的科学价值所在。” [3]33 可

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主要体现在讲求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而这离不开唯物史观的引领,因为“只有运

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有全面、
客观的认识”。[3]4 对此,高考评价体系在核心价值

“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标中明确要求,
 

“能够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观察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正确

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改革发展潮流”。[1]16 情境是

考查核心价值的载体,通过分析和解决情境中的问

题,可以考查学生的核心价值水平。 新课标卷最重要

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创设多元的历史情境来考查和

检验学生的唯物史观水平,如选择题第 24 题:
24.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的良渚文化与北

方的龙山文化都呈现出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迹象,
这主要表现在

A. 公共墓地出现　 　 B. 农业的产生

C. 贫富分化加剧　 　 D. 文字的使用

作为历史学科的核心价值,唯物史观不仅是考查

的对象,还是试题命制的指导思想。 第 24 题的题干

情境并不复杂,是以抽象的历史结论作为考查载体,
并由时间、空间和历史发展趋势等要素构成。 学生解

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楚两点史实:一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总趋势和表现;二是人类社会在不同阶段发展

的主要表现。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表现,学生

首先要对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有基本的判断和认

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历史发展可以分

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

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了从低级到高级

发展的序列,而划分的依据就是生产关系的性质。 其

中,中国的原始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和

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再结合题干中“新石器时代晚期”
“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信息,可以判断与题干时期

相对应的中国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并且私有制

已经产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阶级分化日

益明显、中国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等现象。 以上

判断和认识都是基于唯物史观作出的科学分析,在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也得到了考查和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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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除此之外,新课标卷还创设了生活情境、社会情境

等其他不同类型的历史情境,从不同角度考查学生的

唯物史观水平,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其三,理性解释增强世界意识。
关于世界意识的培养和考查,课程标准要求:

 

“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

各地区的文化传统,拓宽国际视野,形成开放的世界

意识。” [3]13 虽然高考评价体系的核心价值指标并没

有明确提出世界意识的培育目标,但是,“关注并参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指标内涵,与课程标准

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新课标卷对世界意识的

考查主要以国别史和国际关系为主,考查的方式也是

多样的,主要运用史料、学者观点、漫画以及国际问题

等创设历史情境,在对问题作出科学合理解释的过程

中考查和培育学生的世界意识。 如新课标卷第

34 题:
34. 1854-1868 年,日本出版了涉及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政治思想和军事等方面的译著或著作达数百

部。 此外,幕藩及其开办的各类讲习所聘请各国专家

直接授课或指导技术实践。 这一系列举措

A. 摧毁了封建守旧势力的统治基础

B. 实现了西方科技的本土化

C. 表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D. 有助于推动日本的近代化

第 34 题运用 19 世纪中期日本幕府学习各国的

史实考查日本的近代化。 题目隐含的时间背景是 19
 

世纪中期的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时代( 1603 - 1867
年)的日本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

下正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幕府腐朽的专制

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

后遭受悲惨命运的前车之鉴,使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担

忧国家的前途、考虑日本的出路。 题干介绍了这一时

期日本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尝试,这
些措施为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奠定了社会基础,推动

了日本的近代化。 这道题旨在让学生能够以开放的

心态了解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体会世界不同国家近代

化道路的特征,体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学生

的世界意识得到考查和培养。 当然,对世界意识的考

查除了依托世界史内容,还可以借助中国史的内容。
例如,新课标卷第 28 题描述了 16 世纪我国东南沿海

某港口从“结茅而居”的渔村变为“繁华世界”的“小

苏杭”现象,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全球海路的开

辟有直接的关联。 16 世纪,随着新航路开辟,葡萄牙

和西班牙商人经营着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贸易,在此过程中,日本与美洲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

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 通过此题的考查,学生能

够从国际视野去分析题干现象产生的原因。 学生在

对情境与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过程中,能够认识

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联系性,逐步领会世界各

地区、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理

念,有效涵育了世界意识。
三、对历史学科核心价值考查的教学启示

高考评价体系坚持以核心价值为引领,实现对学

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考核,从而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落实效果和高考的正确方向,这就在客观上对高中

教学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核心价值引领下如何

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进行评价考核是教师值得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

性必修 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 4 课“中国历代

变法和改革”为例加以探讨说明。
(一)教学立意应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确定教学立意是教学设计的关键。 教师在把握

教学立意时应以学科核心价值为引领,努力使学生在

学习之后能够明白自己收获了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
这样的立意才是有意义的。 笔者在设计“中国历代

变法和改革” 时,将本课的教学立意确定为 “ ‘ 求

变’ ‘求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

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 ,体现了浓厚

的家国情怀特征。 基于此,在制订本课的教学目标

时,聚焦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培养,设计了三个教

学环节:(1)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 2) 不同的

使命,相同的境遇;( 3) 不同的命运,相同的精神。
通过历代变法和改革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以及改革

家的活动历程,使学生深刻认识和体会变法和改革

的必要性,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因此,教师

在把握教学立意时,除了聚焦核心素养的培育,还
要关注教学立意的价值导向,确保教学行为始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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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价值引领下展开。
(二)历史情境应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情境是实现价值落地的桥梁,情境的质量在很

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科核心价值的落地力度和

落地效果。 新课标卷通过创设多元的历史情境实

现对学科核心价值的考核,有效的情境既应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还应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以赋予学生

正确的思想观念。 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教学情境

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情境的类型,还要考虑情境内隐

的价值内涵。 比如,在设计“教学环节( 2) :不同的

使命,相同的境遇”时,笔者设置了“另一种声音”的

教学情境,分别呈现了历代主要的变法和改革所遭

遇的阻力“声音” 。 这样设计,一方面,旨在让学生

了解历代变法和改革都遭遇了来自守旧势力的反

对,使他们认识到变法和改革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同时,对改革家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获得了更

深刻的感受,使学生对本课的教学立意产生共鸣。
另一方面,强化了学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

同。 当然,教师也可以充分挖掘历史学科其他具有

价值内涵的素材并将其融入教学中。 总之,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合理运用历史情境引导和启发学生

领会课堂教学的价值真谛。
(三)问题设计应有明晰的价值目标

“问题是思想、方法、知识得以积累和发展的逻

辑力量,是生发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的种子。” [4]

有价值意蕴的教学情境一定是内含问题的情境,因为

它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思考,情境中的问题要具备

目的性,这意味着问题的设计要根据教学目标融入正

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而且目标越具体详细,所
传递的价值期望就越准确。 在“中国历代变法和改

革”一课的问题设计过程中,为了让学生能够体会历

代变法和改革“求变” “求新”的精神,培养学生的历

史认同感,笔者设计了下列问题。
教学环节(1):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

①这些人物共同的身份是什么?
②这些改革者的言论共同反映了什么思想?
③不同时期产生“求变”

 

“求新”思想的共同因

素是什么?
教学环节(2):不同的使命,相同的境遇

④变法和改革肩负着怎样不同的历史使命?

⑤这些言论反映出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面临的

共同阻力是什么?
⑥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为什么都会遭遇守旧势

力的反对?
⑦从“人”的角度分析历代变法和改革出现不同

命运的原因。
教学环节(3):不同的命运,相同的精神

⑧历代改革家具有哪些共同的精神品质?
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可以从“中国历代

变法和改革”中汲取哪些经验?
上述问题的设计在正确的价值目标引导下,紧扣

“求变”“求新”教学主题,聚焦家国情怀的培养。 在

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学生的回答能反映出其核心价值

水平,认同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不过,问题设计

的难易程度要适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以保证学科核心

价值的落地效果。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决定着课堂教学和

高考评价的前行方向和价值取向。[1]12 核心价值在育

人目标中发挥着统领作用。 教师应具有价值教育的

意识和能力,运用学科各类资源达成价值目标,并形

成育人合力,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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