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题？研突^
十 丈 教 学

栏 目 主持人／冯 力 韩 晓

中 ￥ 交 明
”

＿ ；１｛ 探 Ｓ 与 教 孥 培 示
画
誉２ ０２ ０年全国卷皿第＿ 题为中ｆ

燃

２０２０ 年全 国卷 丨 Ｉ丨 第 ４ １ 题 ，
主要取材 于白 寿

＃ 《 中国通史 》 、黄洋《世界古代中 世纪史 》这两本

经典专业教材 。 题 目 材料阅读基本无障碍 ， 问题

指向 尚属 明确 ， 依托高三学生历史学 习 的主干知

识 〇 材料围绕
“

上古时期的 中外国 家治理
”

这一

主题
，
考査西周 和古希腊的城市治理的差异性。

与 ２０ １９ 年相比 ，

２０２０ 年试题是熟悉 的配方 ，
味道

略有差异 ：两年试题调 整了时空条件 、
设问角度 、

设问体量等量化指标 ，均采用
“

中西对比
”

的设计

思路
， 都涉及边概 民 族关系 ， 探究人类社会何时

进人国家形态的关键问题 ， 突 出考査早期政治制

度对中华 文明 发展 的影响 。 虽然关于 中西城市
“

特点
”

的概括存在抽象性不足 ， 为考生不加分辨

照抄材料 提供 了机会
， 但是相对而言 ，

关 于
“

影

响
”

的表述似乎值得商榷的地方更多 。 本 文拟采

用学术诠释的方式 ，
以

“

西周政治 制度对 中华文

明发展 的影响
”

评析 为中 心 ， 分析史学成果融 人

高 中历史教学的路径 。

一

、 关于
“

开发 了 边远地区 ， 扩大

了统治区域
”

与
“
一标多本

”

时代一样 ，
统编版高中历史教

科书强调 ，西周时期封授王室子弟 、异姓功 臣 、先

代贵族 ，
在地方建立世袭诸侯国 ， 并通过逐级 向

下
“

封土授 民
”

形成金字塔型 的等级结构 。 书中

提供的《西周分封示 意图 》 ， 似乎能够为西周
“

开

发 了边远地区 ，扩大 了统治 区域
”

提供注脚 。 不

过
，
由于教科 书对西 周诸侯

“

建国
”“

征 伐
” “

屏

周
”

的历史细节付之阙如 ，
学生难 以推导诸侯封

地的
“

边远
”

，
因为 这些地方都 是今 日 中 国 的

“

腹地
”

〇

命题者通过摘编史料介绍了西周初年的
“

国

野制度
”

，这种
“

补 白
”

深化 了一线师生对分封制

等西周政治制度的认识 ，也是 以往高考试题中 的

惯常做法 。 ２０ １ ７ 年全 国卷 丨 第 ２４ 题
， 通过诸侯

国都城的区位 （ 河南 、山东 、 北京 ） ， 试图说明分封
“

推动 了文化 的交流 与文化认同
”

， 这一提法在
“
一

标多本
”

时代也有所涉及 ， 例如人 民版教科书

中指出
，
分封诸侯使

“

周的文化形式也因此襯盖

了整个黄河中 下游地 区
”

。 美 中不足 的是
，
该题

史论结合的程度较差 ， 学生只需运用所学知识结

合排除法即可解决问题 。 材料所提供的信息 ， 其

实不足以 回答分封制对周文化传播 的推动作用 ，

或者说从分封制到周 文化传播之间缺失 了
一些

基本史实的 串联 。 以 髙考试题的形式 ，命题者引

人
“

国野制度
”

这一史学成果 ，
补充说明 了分封制

等基本政治制度功能的发挥 ，需要诸 多制度与之

相协调适应。 虽然西周并未与奴隶制决裂 ，但是

在
“

监于二代
”

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
从 而呈现

了崭新 的统治风格 。 周王认识到在 当时 的技术

条件下 ，
效仿商朝 内 外服制 ，

王畿之外实行 间接

控制乃大势所趋 。 不过
，
时叛时附的

“

方国
”

是维

护周王
“

天下共主
”

地位的 巨 大威胁 。 西周统治

者一方面剿抚并用 ，
在镇压殷商贵族反叛 、 消灭

支持殷商残余势力方 国的 同时 ，确立 了
“

宅兹中

国 ，
自兹乂民

”

的统治原则 ， 更多采用保留 殷商遗

民社会组织 ， 集 中迁徙洛邑 居住监视的做法
ｉ
另

一方面发挥血缘纽带的联结作用 ，
分封亲属子弟

镇抚地方 ，
巩固 和扩大军事征服的成果 。 这些处

于绝对少数的奴隶主贵族 ， 仿照周公营建洛邑之

法
，
发动 随征公社 民建 以

“

城
”

戍 守 ，
从而形成

“

国
” “

野
”

之分。

“

国人
”

往往是与诸侯存在血缘

联系的 公社庶 民 ，
负责殖 民戍守与监督劳作 ， 而

“

野人
”

则 是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 ，居于
“

城
”

外农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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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 ， 以供养城内 奴隶主贵族
［

１
］

。 这种统治秩序的

建立不可能
一帆风顺 ，武装殖民打破了原有政治

面貌 ，
威胁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 ， 因

而往往遭到激烈抵抗 。 例如 ，
蒲姑氏与商纣王之

子武庚联合叛周 ， 尽管周公东征时将其消灭 ， 并

将其所据之地封给姜太公 。 据 《史记》记载 ， 姜太

公却仍
“

夜衣而行 ， 犁 （ 黎 ） 明至 国
”

， 果然不久夷

人首领莱侯 闻讯赶来 ，
企 图趁太公立足未稳 ，

“

与

之争营丘
”

。 虽然在建国 之初备尝艰辛 ，
但是诸

侯以强大武力为保障 ， 以周王赐予的征伐权为依

据 ，

一方面 因地制 宜 ，

“

通商 工之业 ，
便鱼 盐之

利
”

，
注重发展生产 ， 促进 了边远地区 的开发 ，

扩

大了西周的经济版 图
；
另一方面树立勤政爱民的

政治形象 ，实行
“

因俗而治
”

的 民族政策 ，
又不失

时机地传播周文化以
“

移风易俗
”

。 这些恩威并

施的手段 ， 将少数民族逐渐纳人封 国等级秩序 ，

封国 由此形成拱卫王室的政治实体 ， 从而真正扩

大了
“

中国
”

的统治范围 。

综上所述
，
西周分封制最初是以武力征伐形

式推进的 ，但政治革新 、 文化传播 、经济发展等和

平交流才是最深远 、最持久的推进形式 ，这实际

上也是中 国历史上 民族交融的缩影 。 不过 ，

“

开

发了边远地区
”

和
“

扩大 了统治 区域
”

的提法 ，需

要依托于更多基本史料 ， 如果能够提供更为鲜活

的历史细节更佳 ，
例如

“

拓 殖
”
一词过于抽象 ，

应

适度增加对
“

野人
”

经 济属性的论述 ，
从而说明

“

国野制度
”

对
“

地 区开发
”

的作用 ，

“

边远
”

实际

是相对
“

中 心
”

而 言的 ，
而摘编史料并未提供如

２０ １ ７ 年全国卷 Ｉ 第 ２４ 题那样地理空 间变 化的

论述 。

二
、 关于

“

奠定 了多 民族统
一国家

的基础 ， 増强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

“
一

标多本
”

时代 的教科书 ，
大多突出秦朝在

中华文 明史上的地位。 例如 ，
人 民版教科书 在

“

走向
‘

大一统
’

的秦汉政治
”
一

课中指 出 ：

“

秦朝

大一统政体为 中 国统一多 民族国 家的形成和巩

固奠定了基本格局
”

。 因此
，

“

西周政治制度奠定

了多 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

的依据何在 ？ 如何理

解
“

西周政治制度增强 了 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
”

的

说法 ？

２０ １ ７ 年全国卷 Ｉ 第 ４７ 题 ， 围绕春秋时期吴

国公子季札出使中原诸国这
一中心事件 ，展示了

西周礼乐文明 强大 的辐射能力 。 作为西周初年

即已存在的古老封 国 ，吴 国并没有在漫长历史时

期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
， 反而成为 中原文明在江

南地区传播的支点 ， 形成 了 

“

黄河与长江流域的

文化认同
”

这一文化融合成果 。 可 以明确的一点

是 ，
处于早期 国家阶段的夏商周 ，

已然是多 民族

并存的状态 。 《 尚 书 》记载牧野之战动员时 ， 武王

不仅多次 自 称
“

西土之人
”

，
并不避讳周人与

“

西

戎
”

的 民族渊源 ， 而且誓词显示伐纣得到 了 

“

庸 、

蜀 、羌
”

等少数 民族武装的有力支持。 正如梁启

超所言 ：

“

周 朝的革命 ，
打破黄帝 、 尧 、舜 以来部落

政治的局面 。

”

相对于夏商两代对周边 民族所建

方国 的消极承认
，
西周统治者 已通过

一系列制度

安排致力于塑造
“

天下共主
”

的意识形态 。 虽然

无法与秦汉 以后 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度相提并论
，

但是周天子与各级贵族之间
，还是通过统治权力

的逐级授予 ，初步构建了后世 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

雏形 。 正如刘 正寅所言 ：

“

中华民族在其起源时

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 。

”
［

２
］

周 王沿袭夏

商的
“

天下观
”

，
在坚持华夏中 心主义 的前提下 ，

仍视高度独立的
“

四夷
”

为
“

天下体系
”

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
强调

“

五方之民
”

生产方式和风俗习

惯迥异 ，却同属
“

王臣
”

的统治原则 。 西周时期的

中国疆域不仅包括其实际控制范围 ，
也应包括受

周文化不同程度影 响的周边各 民族政权控制 区

域
［ ３ ］

。 虽然周人的
“

天下观
”

不能等同于近代 以

来的
“

民族国家
”

观念 ，但是承认
“

华夷之辨
”

相对

性的思想 向 ，增强了 民族之间文化认同 的可能

性
，
为

“

大
一

统
”

思想提供了心理基础 。 费孝通指

出 ，在漫长的 中 国 古代史上 ，

“

中华 民族
”

以
“

自

在
”

政治实体的面貌存在 ，
在近代以来反抗西方

列强侵略的 实践中 ，
逐步走 向

“

自 觉
”

的政治实

体 。 西周时期 ，
以华夏族为凝聚 核心 ， 以黄河 中

下游为凝聚中心 ，
以 农耕文明为凝聚 动力 ，

初步

形成了 中华民族
“

多元一体
”

格局
［
４

］

，而对于中原

文化和中 央政府的
“

向心力
”

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

的主要形式
［
５

］

，这些特质都与西周政治制度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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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有关 。

由上可知 ， 西周通过分封诸侯 、血缘联结 、 礼

乐文明等制度构想与政治实践 ，
在当 时的历史条

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 了 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

族的感召 力 。 虽然统一多民族国家 出现在秦汉

时期获得学界广泛认可 ，但是西周政治制度所蕴

含的为秦汉大
一统政体奠基的诸多元素 ， 仍具有

普遍持久的影响力 ，两 者并不 冲突 。

“

中华民族
”

这一概念虽然正式形成于近代 ， 但是
“

中华 民族
”

所指向的政治实体 ， 却根植于三代以来中 国古代

王朝的治理实践。 不过
，

以上两个说法有学术依

据 ，并不代表答案设计充分合理 ， 主要是
“

文明
”

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上百种 ，
然 而从唯物史观的 角

度来说 ，

一般指人类社会何时进入国家形态 ， 即

对
“

中华文 明
”

的影响
，
必须延伸到早期国家起源

问题上来 ，材料中提到
“

城
”

的 出现即为这一历史

阶段的重要标志 。 不过
，
由 于全国不少地 区还在

使用旧版教科书 ，
以答 案的形式呈现这些与 旧 版

教科书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的学术成果 ，
容易引

发学生 的认知 冲 突 ， 缺乏新 版教科 书 的 知识依

托
，
学生难以将

“

文明
’’

与
“

国 家
”

进行意义联结 ，

从而提炼 出这一答题角度 。

三 、 关于
“

礼 乐制度 与懦 家学说 、

中 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形成
”

—般认为 ， 礼乐制 度可以追溯到上古先 民对

神灵和祖先 的崇 拜 。 不过 ，
相较于商代政治神权

与王权的髙度结合 ，

一切军国 大政的决策都取诸

占 卜所呈现的
“

天命
”

， 西周统治者虽然也认同 只

有掌握
“

天命
”

的解释权 ，
才能增强君主获得和继

承王权的说服力 ，才能构建
“

尊卑分明
”

等级秩序

的合法性 ，但更加强调
“

周礼
”

的教化作用 ，依托
“

都城
”

中设立的宗庙社稷 ，开展定期祭祀共同远

祖的活动
［
６

］

，提供了规范贵族等级秩序的契机 ，通

过仪式反复明确不同个体在家族谱系 中 的地位 ，

建立
“

家 国 同构
”

政治框架下个体政治权力 的合

理心理预期 ，
从而对抗

“

代远情疏
”

可能滋长的利

益冲突 ，维持世袭贵族集团的 内部认 同 。

２０ １３ 年全国卷 Ｉ 第 ２５ 题指 出
，汉唐之 间儒

学被称为
“

周 （ 公 ）孔之道
”

，
这一方面说明了周公

及
“

周礼
”

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 ，另一方面

也恰如其分地表明 了儒学的传承谱 系 。 即使西

周 的典章制度不可能全为周公所作
， 也不可否认

其典型意义 。 虽然周公
“

制礼作乐
”

， 奠定了 中华

礼乐 文明 的基础
， 但是孔子对周礼 的理论化 ， 推

动
“

周礼
”

走 向 更加广泛 的社会认同 ［

７
］

。 商周时

期
，

“

儒
”

本 以
“

治丧相 礼
”

为 业 ，孔 子也不讳言
“

懦
”

与巫 、祝 、史相似 的职业源流 。 孔子之所以

被广泛认可为儒家创始人 ， 主要在于开创 了
“

以

述为作
”

的学术传统 ，
通过对 《 春秋 》 《 尚 书 》 等典

籍的理论 阐发
， 努力淡化 卜 筮色彩

，
突 出

“

周 礼
”

蕴 含的道德教化功能
：

８
１

。 虽 然后世 儒学与时俱

进 ，不断吸收其他学派 、宗教的思想 成分 ，但是西

周政治伦理 中的
“

敬天保民
” “

为政以德
” “

明 德慎

罚
”“

协和万邦
”“

崇孝 尚友
”

等基本原则 ， 仍为不

同时期儒家治国方略的核心价值观
［

９
］

。

虽然西周 时期 的政治结构 与秦汉 以后的 中

国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也不容

忽视 。

“

中国长时期政治结构稳定
”

这一说法 ，较

大程度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金观涛 、
刘青峰夫妇提

出 的
“

超稳定结构
”

假说影响 。 这一学说引入系

统论 、控制论等 自然科学成果 ， 着力 于探究王朝

不断周期性崩解而 中 国 封建社会却 长期存在的

原因 ，指出
“

政治结构
”

指向社会和国家政治组织

形态
，

“

文化 （ 意识形态 ）结构
”

则往往外化为统一

的信仰和 国家学说 ， 而官僚机构 则是两者共同 的

组织力Ｍ ，共 同抑制 以小农经济为 主导的
“

经济

结构
”

体现的分散性对大一统的瓦解作用 ，
形成

排斥分裂倾向 的一体化社会结构
Ｗ

。 传统 中 国

政治结构之所以 长期延续 ， 宗法观念的调节 、封

建地主经济 的奠基、 发达的官僚政治 、儒家正统

学说的权威加持 ，
赋予了 中华政治文明 巨大稳定

性
，即使因

“

无组织力量
”

增长而滋生社会结构调

节机制的异化
，
只能通过周 期性社会璲荡抵消不

稳定因素 ，
从而恢复一体 化组织的社会动员 力 ，

也无法改变
“

大
一

统
”

是 中 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

式 。 作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耍 内容 ， 大
一统

思想深刻影响着 中国人的
“

文化心理结构
”

，
塑造

了
“

家国
一

体
”

的政治格局 ，也铸就了 古代中 国两

千多年的
“

超稳定结构体
”

［ １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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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研究

由上可知
，
西周政治制度对后世社会结构影

响深远 ， 不仅体现为西周 的礼乐制度为儒家思想

提供了重要依托 ，
而且宗法制

“

家国一体
”

的治理

模式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 参考答案的设

计也是有所本的
，
由 于材料提及

“

宗庙
” “

社稷
”

“

都城
”

等礼制象征 ，
所以结合所学联想先秦儒家

重
“

礼治
”

的特点 ，应该并不困难 。 虽然材料提到

都城修建大多继承西周传统 ， 但是无法直接推导

出
“

政治结构的长期稳定
”

这一结论 。 另 夕卜 ，金氏

的
“

超稳定结构
”

假说由 于突 出
“

社会结构
”

政治 、

经济 、文化三要素 的并列关系 ， 而与 马克思 主义

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作用之说相背离 ，
加之对应用

系统科学原理的引入多有逻辑不能 自 洽之处
Ｗ

，

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面世时 已颇滋物议 ，将这

种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有出 人的学术成果 引人

高考试题 ，虽然为一线师生提供了历史学习 的新

视角和新方法
，
但是否会冲淡核心素养的考查力

度
，似乎有待考查。

四 、小结

虽然命题者反复宣称主观题的参考答案仅

供参考 ，但是各地阅卷 团 队制定 的评分细则都 以

其为基本依据
［

１ ３
］

。 主观题的参考答案当 然需要
“

结合所学
”

，不过这些
“

所学
”

如果缺失了史料合

理巧妙 的线索提醒 ， 使学生难 以展开联想
，
那么

就容易影响试题的区分度 。 随着新教科书在全

国范围 内的推广 ，这两年的全国卷主观题大量采

用了新教科书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的教学主题和

史学结论
，希望以此深化

一线师生对新教科书的

理解 。 不过 ，
主观题参考答案设计也要讲

“

基本

法
”

，不能为了 体现史学成果融入而强行而为。

既然材料是精心剪切 和反复权衡的 ，那么答案的

设计更要追求思虑周全 ：

一方面要源于教科书 ，

又高于教科书 ，
从而超越和 引 领高 中历史教学

；

另一方面必须
“

持论有据
”

，
方便一线师生消化吸

收史学成果 ， 使其成 为高 中历史教学 的有益补

充 。 另外 ，新高考背景下各省历史考试又重新 回

归 自主命题 ，
不过全国卷学术气息与时代气息并

重的命题风格 ，仍然是各省命题的标杆。 高考试

题不能仅停留在简单褒贬评价 中 ，
而应抱着

“

与

命题者对话
”

的心态
， 吸取这些试题的经验教训 ，

并将其反馈到 日 常命题和历史教学 中 ，诊断性考

试的命题过程也要注重评分细则的制定 ，在 引领

教学的 同时不忘关照学情 。

“

西周政治制度对 中

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

这
一

设 问 ，体现了命题者对
“

家国情怀
”

的追求 ，展示了命题者深刻 的经世意

识 ，刻画 了
“

中华文明
”

这一学科大概念的统领作

用 。 虽然答案设计略有脱离材料的嫌疑 ， 但是追

溯往年高考试题 ，
我们还是可 以发现这些答案设

计的命题立意 ，而细细阅读《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又可感受到命题者引 领历史教学 的 良苦用心 。

不过 ，
沉重的学业负担 ，

使得高考试题成为 高中

学生史学阅读的主要途径
［

１ ４
］

， 这就要求教师以核

心素养的理论 自 觉与实践 自 为
，
以试题之间概念

源流的学术化诠释为中心 ，
以具有更加高妙统摄

功能的学科
“

大概念
”

为引领 ， 对所占有的感性材

料进行价值判断 ，特别是新旧教科书的课程 内容

要大胆扬弃 ，
从而有所取舍地呈现高质量的史学

阅读成果 ，
促进学生

“

考学结合
”

观念 的树立 ，通

过对高考试题 的体悟 ，既扩大学生的史学视野
，

增加史学积 累
，
又注重提升信息转化能力 ，

尝试

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探究历史现象的本质 。

［ １ ］ 白 寿弈 ． 中 国 通 史 ： 第 三卷 ？ 上 古 时代 ． 上册

［
Ｍ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３０２ ．

［ ２ ］ 刘正 寅 ． 试论 中华 民族整体观念的 形成与 发展

［ Ｊ ］
． 民 族研 究

，
２０００ （ ６ ） ：

６８ － ７６ ．

［
３

］ 李 大 龙 ，
铁 颜 颜 ？

“

有 疆 无界
”

到
“

有 疆 有

界
”
——

中 国 疆域话语体 系 建构 ［ Ｊ ］ ． 思 想 战

线 ，
２０２０ （ ３ ）：４３ ．

［ ４ ］ 费孝通 ． 中 华 民族的 多 元
一体格局 ［ Ｊ ］

． 北 京大

学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８９
（
４

）： １ ．

［ ５ ］ 马戎 ． 中 华民族凝聚力 的形 成与发展
［
Ｊ

］
． 西 北

民族研究 ，
１ ９９９ （ ２ ） ： １ １

．

［
６

］ 苏力 ？ 大 国及其疆域的政制构 成 ［ Ｊ ］
． 法 学 家 ，

２０ １６
（

１
） ：

３ １
．

［
７

］ 殷志 ．

“

礼乐制度
”

的合法化及其作为 文化 的衍

进 ［ Ｊ ］
． 贵 州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８
（
５

） ：
１ ８ ．

［ ８ ］ 冯友兰 ． 中 国哲学 史 ：
上册 ［ Ｍ ］ ． 重庆 ： 重庆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９ ： ６０ ．

［
９

］ 付传 ？ 西 周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 Ｄ ］
？ 哈 尔滨 ： 黑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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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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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考 专速 卜

栏 目 主持人／冯 力

教 学 参 考

王 磊

从 ２０ １ ８ 年起
，在深圳市发布的中考考试说明

中 ，
历史学科的考试 目 标连续三年都为如 下表

述
：

“

能够从多种渠逍获取历 史信息 ， 初步形 成重

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 ； 初步掌

握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
， 并以 准确的语言

进行表达与陈述 ；
能够将正确的 价值判断融人对

历史的叙述和评判 中 ， 具备积极 向 上 的人 生态

度 。

”

这表明 中 考历史学科注重考査考生发掘历

史现象 、提出历史观点 、论证历史问题 、评析历史

事件 、阐明历史价值观的能力 。 为 了有效落实此

项考试 目 标 ，考试说明 引用一道开放式材料题进

行示范说明 。 此题集 识记 、 释 读 、论证和评析 于

一

体 ，
可见对备战中考 的师生而言 ，颇有难度。

一

、 题型特点

先看考试说 明 连 续 引 用三年 的 开放式材

料题
：

（
１ ２ 分 ） 阅读材料 ，

完成下列要求 ：

材料一 西汉 时期 ，

从 中 国 向 西 延伸 的 丝 绸

之路将 中 国 与世界联系起来。

（
１
） 材料一 中丝绸之路的 开辟对汉代社会有

什 么 影 响 ？ （
２ 分 ）材料二 中新航路开辟对欧洲经

济的发展带来什 么 影响 ？ （
２ 分 ）

（
２

） 结合 所 学 知 识 ，
从 材料一 、

二 中 提取信

息
，
自 拟一个论题 并展开论述 。 要求 ：

现点 明 确 、

史论结合 、论证充分 。 （
８ 分 ）

２０ １ ８ 年 、
２０ １ ９ 年深圳 中 考历史卷第 ３３ 题完

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２

：
１ ５５ ．

［ １ ０ ］ 金观涛
，
刘 青峰． 兴盛与 危机 ：

论 中 国社会超稳

定结 构 ［ Ｍ ］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２
：
２８ ．

［ １ １ ］ 严庆
，
平 维彬 ．

“

大 一统
”

与 中华 民族共 同体意

识的 形成 ［ Ｊ ］
． 西 南 民 族 大 学 学报 （ 人文社会

科学版 ） ，

２０
丨
８

（
５

）：
１ ８ ．

［ １ ２ ］ 路阳 ． 超稳定 系 统视 角 下的 中 国 近代变迁


读 《 开放 中的 变 迁
再论 中 国 社会超稳定

结构 》 ［ Ｊ ］ ？ 学术评论
，
２０ １ ２ （ ６ ） ：

丨 ０３ ．

［ １ ３ ］ 史 风春 ． ２０ １９ 年全 国 高 考 文 综 ＩＩ 卷 第 ４ １ 题

（
历 史 ）评析 ［ Ｊ ］

． 历 史教 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〇 １ ９

（ ９ ） ： ２ １ ，

［ １ ４ ］ 夏仁贵 ， 税光 华 ？ 高 考试题 中 两种现代＾
化模式

考点 的 因 果逻辑
——

以 ２０ １ ９ 年全 国 卷 ＩＩＩ 为 例

［ Ｊ ］
． 历 史教学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９ （
９

）：
２０ ．

【 附记 】 本文 系 福 建 省 中 青 年教 师 教 育 科研 项

目 （ 基础 教 育研 究 专项 ） 课题
“

概念 史 视 角 下 的 高 中

历 史核 心概 念教 学
”

（ 编 号 ： ＪＺ １ ８０２６９
） 的 阶 段性研

究成果 （ 福 建教 育 学院 资助 ） 。

（ 作者地址／福 建省 长 汀县 第 一 中 学
，
３６６３００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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