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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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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及试题分析 

 



二、主要观点示意图 

一、概念 
   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观和方

法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唯物史观——核心理论 



1．（2018·全国卷Ⅰ·24）“ 《墨子》中有关于“
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
、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
面的记载。这反映出，《墨子》(   ) 
A．汇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B．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C．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D．体现了贵族阶层的旨趣 

C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2 ．（2018·全国卷Ⅰ·27）图6中的动物是郑和下西洋时
外国使臣随船向明政府贡献的奇珍异兽。明朝君臣认为，这
就是中国传说中的“麒麟”，明成祖遂厚赐外国使臣。这表
明当时(    ) 
 

A．对外交流促使中国传统绘画出现新的类型 
B．朝廷用中国文化对朝贡贸易贡品加以解读 
C．海禁政策的解除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 
D．外来物品的传入推动了传统观念更新 

B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图6 



3．（2018·全国卷Ⅰ·29）五四运动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是否
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有人反对走俄国式的道路，认为救中国只
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还有人主张“采用劳
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场争论(  ) 
A．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使思想界认清了欧美的社会制度 
C．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D．消除了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方式上的分歧 

c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4. （2016·全国卷Ⅲ ·31） 1980年与1975年相比，我国粮食
播种面积减少6 884万亩，总产量却增加674亿斤；棉花播种面
积减少53万亩，总产量却增加652万担；油料作物和甜菜播种面
积共扩大3 626万亩，其总产量分别增加70%和150%。出现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 农民生产自主权扩大       
B. 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C.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成      
D.国家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销政策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A 



5． （2017·全国卷Ⅰ·27） 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
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
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这一
变化反映了（  ）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B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
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 



一、概念：时空观念是指对事物与特定时间及空间的联系进行观察、
分析的观念（融通中外，穿越古今）。 

时空观念——核心思维 

二、基于史事认知的历史时空观念大致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指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空间（如五四运动首先爆发于
1919年5月4日的北平）； 
第二种是指一定时段、一定空间范围内发生或存在的普遍现象（如“三
国两晋南北朝”、“晚清时期”、“古代希腊罗马”、“电气时代”） 
第三种是指跨越时空定位的历史时空观念。(“读史痛痒相关，能与古
人印心”)  
    ——周靖、罗明：《核心素养:中学历史学科育人机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36页。 





6．（ 2018·全国卷Ⅰ ·33 ）图7是1953年的一幅漫画，描绘了资源
勘探队员来到深山，手持“邀请函”叩响山洞大门的情景。这反映了当时
我国（   ） 

 

    图7 
A．已经初步改变工业落后局面                     
B．开始进行对矿产资源的开采 
C．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D．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展开  

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空间 

D  



7．（ 2018·全国卷Ⅰ ·35 ） 图8反映了1945～1975年间联合国成员
国的变化情况，这表明（     ） 
 

图8 

A．第三世界发展壮大                                            
B．欧共体的成员增加 

C．世界贸易范围明显扩大                                     
D．经济区域化的趋势加强 

一定时段、一定空间范围内发生或存在的普遍现象 

A 



8．（ 2016·全国卷Ⅰ ·32 ） 德国文学家歌德说，罗马法“
如同潜入水下的一只鸭子，虽然一次次将自己隐藏于波光水影之
下，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而且总是一次次抖擞精神更饱满地重新
出现”，对此的正确理解应是，罗马法（   ） 

A. 是近代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基础     

B.为欧洲近代社会确立了行为规范 

C. 所维护的民主制度历史影响深远     

D. 不断地改变了欧洲历史发展方向 

跨越时空定位的历史时空观念 

A 



9. （2018·全国卷Ⅲ ·24）据考古报告，从数十处战国以前的墓葬中
发现了铁器实物，这些铁器不少是自然陨铁制作而成，发现地分布情况
见图7。据此可知，战国以前（    ） 
 

图7                                                                            

A．铁制农具得到普遍使用                                              

B．新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                                      

C．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D．铁器分布可反映社会发展程度 

历史地图的考查 

D 



    历史具有不可逆性，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因
此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将符合史实
的材料作为证据，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 ，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年,第5页。 



一、概念：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
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论从史出，证据意识)。 
     
     
 
 

 

史料实证——核心方法 

二、史料类型 
1、传统史料： 
文献史料（文字记录）、实物史料（遗迹、遗址、物品等）、 
口述史料（传说、神话）、行为史料（节庆仪式、祭祖活动等
个人和群体的行为中保留的历史沉淀） 
2、新型史料： 
图片、录音、录像等也为史料的一部分 

 
 



10．（ 2016·浙江 ·13 ） 《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圣旨：“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
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帖
原件所录圣旨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天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
（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
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
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这说明（   ） 

  A．《实录》与《户帖》，都是第二手史料          

  B．官方原始记录与口述史料，需仔细甄别使用 

  C．第一则材料是文献史料，更具有历史的实录感                                                               
D．第二则材料是实物史料，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D 

    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复、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记载中的不足和错误势所难免……但实物史料的突出优势在于比较真实可靠……所以，
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两者可以互相补充。 
    ——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255页。 



11.（2017·全国卷Ⅱ ·25） 《史记》《汉书》均为私家撰著。
魏晋以后，朝廷任用史官负责修撰本朝或前朝历史，甚至由宰

相主持，皇帝亲自参与，这反映出官修史书（ ） 

A．记载的真实性                                                                   

B．评价历史的公正性 

C．修撰的政治性                                                    

D．解释历史的客观性 

 

文献史料的价值及局限性 

C 



12． （2017·全国卷Ⅱ ·35） 20世纪70年代至今，《赫鲁晓
夫回忆录》多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因其内容的复
杂性，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同。由此可知，此回忆
录作为一种史料（   ） 

  A．能够准确记述作者的事迹                         

  B．比相关研究著作的可信度更高 

  C．版本越新越接近历史真相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D 

口述史料的价值（鲜活性）及局限性（受当事人的记忆、学
识、情感、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制约，具有不确定性） 



 

    在疑史、证史、释史、补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孤证不立、多
元互证，史从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引者注：“有一分证
据,说一分话。”）、史论结合等原则。 
     
     ——周靖、罗明：《核心素养:中学历史学科育人机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孤证不立 多元互证 

 C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
程，是现在跟过去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
唐宋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11～13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
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
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世界视野下的宋朝 

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
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
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 
 
 

中国视野下的宋朝 



宋 
积贫积弱的王朝 

科
学

的
王

朝
 

文学的王朝 

我们和学生一起探讨的宋朝 



一、概念：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

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史论结合，价值传导）。 
 

历史解释——核心能力 

     

二、内容： 
（1）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知道对同一历史事物会有不同解释（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
上都是对过去的解释）， 并能对各种历史解释加以评析和价值判断。 
（2）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以时空观念、 
史料证据，尤其是以历史理解为支撑和基础）。 
（3）能够认识历史解释的重要性， 学会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
解释。 
（4）能够客观评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课标的要求，归结起来，实质是两点：一是如何认识历史与历
史解释；二是学会历史解释。 



13 ·（2017·全国卷Ⅲ · 27 ）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
（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记载。《续湘山野录》记
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宿于宫中；《涑
水记闻》则称，那晚宋太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B 

历史解释的主观性 



14.（2018·全国卷Ⅰ ·34）传统观点认为，英国成为工业革
命发源地，是因为英国最早具备了技术、市场等经济条件；后
来有研究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又
有学者提出，煤铁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等自然条件是其重要因
素。据此可知，关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认识（   ） 
A．只能有一种正确合理的观点 
B．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 
C．缺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观察  
D．后期学者研究比传统观点可信 

B 

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解释 



15．（ 2018·全国卷Ⅰ ·28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制定舆论宣
传策略，把中国和日本分别“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运
用公关手段让许多欧美舆论倒向日方。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宣称，
清政府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
放”。对此，清政府却无所作为。这反映了（   ） 

A．欧美舆论宣传左右了战争进程          

B．日本力图变更中国的君主政体 

C．清朝政府昏庸不谙熟近代外交         

D．西方媒体鼓动中国的民主革命 

C  

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文化 
自信 

制度 
创新 

制度 
监督 

主流 
价值观 

通过历史学习，学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
中国的国情，具有家国情怀，形成对祖国的
认同感；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
发展趋势，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具有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了解并认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
意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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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广阔的国际
视野；能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
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家国情怀——核心价值观 

  一、 概念：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
人文追求(习近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16． （2018·全国卷Ⅰ ·30） 1948～1949年夏，英、法、
美等国通过各自渠道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试探与将要成立的新
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共中央考虑：不接
受足以束缚手脚的条件；可以采取积极办法争取这些国家承认；
也可以等一等，不急于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这反映出（  ） 
A．中国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B．西方国家放弃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 
C．中国冲破了美国的外交孤立            
D．新政府不急于获取国际支持 

A 

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增强对革命文化的认同） 



17．（2018·新课标全国II卷文综·24）据《史记》记载，商汤见野
外有人捕猎鸟兽，张设的罗网四面密实，认为这样便将鸟兽杀绝了
，“乃去其三面”，因此获得诸侯的拥护，最终推翻夏桀，创立商
朝。这一记载意在说明（  ） 

A．商汤成功缘于他的仁德之心   B．捕猎是夏商时主要经济活动 

C．商朝已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D．资源争夺是夏商更替的主因 

A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8． （2014·全国卷Ⅰ ·32） ．古代雅典法律规定：如果公

民试图自杀，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以获得批准。未经允许的自
杀被视为犯罪行为。这反映出在古代雅典（   ） 

A．法律体系已达到完备的程度              
B．法律具有尊重生命价值的人文精神 

C．公民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D．自杀有违崇尚自然法则的理性精神 

反例：不珍惜生命价值 

C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唯物史观是
历史学科诸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时空观念是诸素养中学
科本质的体现，是历史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史料
实证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途径；历史解释是诸素养中对历史思
维与表达能力的要求；家国情怀体现了诸素养中的价值目标。
普通高中旨在通过诸素养的培育……达致立德树人的要求。 
     ——朱汉国：《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释义》，《历史教学 》（上半月刊）2018第5期 。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各方面之间的关联： 



题号 核心素养 

24 唯、时、史、历、家 

25 时、史、历 

26 时、史、历 

27 唯、时、史、历 

28 时、史、历 

29 唯、时、史、历、家 

30 时、史、历、家 

31 时、史、历、家 

32 时、史、历、家 

33 唯、时、史、历、家 

34 时、史、历 

35 时、史、历、家 

2018年全国卷Ⅰ选择题核心素养的考查情况 



三、冲刺备考建议 



1.分析教材写作思路，培育“唯物史观”核心素养（与政治
课中的必修4第11课“寻觅社会的真谛”相结合）； 

2. 制作“时空框架图”，培育历史时空观念（与地理课相
结合）； 

3.充分利用历史地图，培育历史空间观念（与地理课相结合）； 
 

4.反复练习全国卷第42题（2017年之前为41题），培育“史
料实证”、“历史解释”核心素养； 

5.关注时政热点，培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 



         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是我们理解的世界的“根据地”，

如果这个“根据地”是于世隔绝的，它就将是一潭死水；
教科书上的内容是我们精神世界生长的种子，如果教科
书上的内容是与我们已有知识和经验相脱离的，那么，
精神的种子就没有发芽的土壤，更不用说生根、开花、
结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视野的宽度在哪里，我
们学习的边界就在哪里；日常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们
学习的边界就在哪里。我们阅读的边界在哪里，高考的
边界就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