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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是国家教育方针在学科课 

程中的具体表现。初中历史课程落实 “立德树 

人”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作为学业水平考试的中考，主要测量学生初中 

三年学习后所具备的素养内容与层级。命制考 

查学生核心素养程度的试题，成为当前中考命 

题的重中之重。理清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 

要点，确定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层级重点，以此 

为依据命制中考试题等，是考查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程度的基本学理。 

一

、内容分析：明确核心素养的 

内容要点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从唯物史观、时空意 

识、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等五个维 

度，规定了核心素养的关键内容。受此启发 ，初 

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内容，也可从这五 

个维度人手，但应符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心 

理特质。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即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它 

由基本观点与主要方法构成。高中历史课程标 

准，将唯物史观定性为历史观和方法论。 _D一与初 

中生发展特征相结合，核心素养视域中的唯物 

史观，主要包括对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基本 

方法两个领域三个要点。 

【收稿日期】2018—10—16 

1．基本观点领域。本领域主要包括两个要 

点。一是，人与历史间关系。如人是历史的主体， 

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历史。二是，人类历史发 

展规律。如人类社会整体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 

展趋势、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 

础、社会生产力决定人类历史进程 、社会存在决 

定思想观念等。 

2．基本方法领域。本领域主要包括一系列基 

本原则。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将历史人物置于 

其生活时代考察；阶级分析法，等等。 

(二)时空观念 

史事是具体时间和地域发生、发展的史事。 

不同历史阶段 ，人类记载时间的方式也不同。时 

间和空间，又是历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不同 

时空框架，体现了不同的研究旨趣。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将时空观念定性为“意识和思维方式”。② 

结合初中生认知特点，可从两个领域确定其内 

容要点。 

1．时空特性领域。本领域包括六个要点。一 

是时空是史事的必备要素。史事具有时空特质， 

史事一定是具体时间和地域的史事。二是记载 

时空方式具有时代性。不同时期人类记载时间 

和空间的方式不同。三是时空有程度之分。历史 

时间一般分为年月日、时代、世纪等层级；历史 

地域也可分为县乡 、省、地区、国家、洲等层级。 

四是纪年可换算、地图可转化。不同纪年方式都 

可以换算为公元纪年；不同时期的地图也可转 

①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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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现代地图。五是编年或大事年表是一种撰 

史方式，体现作者史观。六是断代划分或地域选 

择体现研究旨趣。不同断代划分或地域选择，其 

起点与终点的标志性事件也不同，体现研究者 

不同的研究旨趣。 

2．重要史事领域。本领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 

容。单个具体史事主要包括时空定位，明确时空 

背景、史事过程与特征、历史意义等。系列史事 

方面，主要是按发生时间先后或按地域不同编 

排史事。 

(三)史料实证 

史料是史学的标志性内容。史学研究基于 

史料，成于史料。运用史料解决历史问题，体现 

了史学的实证特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史料 

实证定性为“态度与方法”。‘ 合初中生特质， 

史料实证可从史料学和史学两个领域确定内容 

要点。 

1．史料学领域。本领域主要包括三个要点。 

一 是史料的简要定义、主要分类与基本特性等。 

二是收集史料的主要途径与方法等。三是使用 

史料的基本方法等。 

2．史学领域。本领域关键内容包括三个要 

点。一是解读简短的权威史料。即知道史料传达 

的基本内容；推理史料作者的主要意图；知道史 

料体现的历史时代特征等。二是判断史料价值。 

即依据标准判断史料的真伪，以及判断史料在 

解决具体问题中的作用等。三是利用史料解决 

问题。运用简单史料解决简单的历史问题等。 

(四)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属于研究结果的历史表述范畴， 

体现了历史著述的重要特质。张耕华先生将历 

史学分为“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 、历史规律 

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 其 中后三方面属于 

历史解释范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历史解释 

定性为“态度、能力与方法”。‘ 见，历史解释主 

要属于认知范畴，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解释的 

性质与内容两个领域。 

1．历史解释的性质，本领域主要包括五个要 

点。一是教科书等学习材料有史实与解释之别。 

二是同一史事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历史解释。 

三是历史解释有客观程度之分。四是历史解释 

体现了史著的重要特质。五是历史解释的主要 

理论依据是唯物史观。 

2．历史解释的内容。本领域主要包括六个要 

点。一是叙述历史过程或描述历史现象。二是分 

析历史因果关系。三是归纳、概括历史规律认 

识。四是比较史事异同。五是评价历史事物。六 

是依据任务，对具体史事进行客观综合的历史 

解释。 

(五)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涉及情感、意志等领域，属于历史 

价值观范畴。它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育价值。在历 

史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 自己，认清现实， 

认准未来 ，是完成“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表现。 

对初中生而言，家国情怀尤为重要。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将家国情怀定性为 “人文追求”“情感” 

“认同感 、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c 合初中 

生发展特点，家国情怀的关键内容主要有三个 

领域。 

1．认识 自我领域。本领域主要有四个要点。 

一 是是情感与审美境界 (历史人物具有丰富情 

感与不同的审美境界 )。二是信仰与精神追求 

(历史人物都有 自己的信仰与精神追求 )。三是 

认知、情感 、意志与精神等领域的和谐共进。四 

是价值观与人生观 (认同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等。 

2．认识他人、社会与国家领域。本领域主要 

有五个要点。一是换位思考(走进历史人物体验 

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二是中华民族形成规 

律 (认同并内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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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民族 

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中国历史 

发展规律 (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必 

然选择，从历史角度认识中国国情 ，形成对祖国 

的认同感、正确的国家观)。四是文化内涵与文 

化观 (理解并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 

①③④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第5页。 

② 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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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形成正确文化观)。五是 

国际视野 (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广阔的国 

际视野)。 

3．追本溯源、讲求证据的意识领域。本领域 

主要有两个要点。一是任何事物、事件或人物， 

都有产生、发展过程，追本溯源，有利于准确理 

解事物、事件和人物等。二是寻求证据，是理解 

事物、事件或人物的前提条件等。 

二、层级划分：确定核心素养的 

考查重点 

(一)划分层级的理论框架 

认识论是制定教育目标分类体系的重要依 

据。豪恩斯坦教育目标分类体系，继承了布鲁姆 

的研究成果，是制定具体教育目标分类体系的 

主要理论框架之一。豪恩斯坦将教育 目标分为 

认知、情感、心理动作和行为等四个领域。 

中，心理动作领域强调动作技能，行为领域强调 

综合表征，这两个领域不容易通过试题考查出 

其发展程度。在命题测量视域中，主要是认知领 

域，并兼顾情感领域。 

1．认知领域的分层框架。在认知领域，我国 

教育界基本借鉴并简化了豪恩斯坦的分类体 

系。如盛群力先生将认知领域划分为了解、理解 

和掌握三个主要层级。其中，了解水平具体分为 

陈述、辨别和再现三个子层级；理解水平具体分 

为转换、解释、推断、分析、综合等五个子层级 ： 

掌握水平，具体分为价值判断与选择、模仿解决 

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并且，上一层级包含下一 

层级要求 ，即运用层级包含理解层级的要求。②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 ，即沿用了这种分类 

标准，将知识与能力划分为识记 、理解和运用三 

个主要层级。 l3琪 中，识记相当于了解水平，运用 

相当于掌握水平。初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分 

层，在认知领域即可借鉴这种分层框架。 

五个维度的核心素养，在认知领域，按其属 

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时空 

观念、唯物史观、家国情怀。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f 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 时空观念 唯物史观 家国情怀 

识记 史料学 性质 时空特性 基本观点 

理解 重要史事 认识 自我与社会等 

运用 史学 内容 基本方法 追本溯源 

2．情感领域的分层框架 

情感领域，可在豪恩斯坦 目标分类体系基 

础上，适当简化，即将情感领域分为接受、认同、 

内化和外化等四个层级。其中，接受层级，重点 

在有意识 、有意愿和关注对象。认同(反应)层 

级，重点在默许、依从和评估。内化(信奉)层级， 

重点在信任和承诺某一价值观并将其视为指导 

原则。外化(展露个性)层级，重点在依据价值观 

和信念展示及调适自己行为。④ 

在情感领域，按其属性由强到弱，依次为： 

家国情怀、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 

实证。情感领域在教育测量评价视域中主要是 

认同层级，但都需建立于认知领域的理解层次。 

(二)五大维度层级划分中的考查重点 

1．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两个层面的内容要 

点，在认知范畴中的层级要求如表 2所示。 

表 2 

主要内容 识记 理解 运用 

人与历史间关系 、／ 

历史发展规律 、／ 

历史研究基本方法 、／ 

唯物史观中的基本观点 ，重点在理解 ，即学 

生能转换、解释、推断、分析、综合人与历史间关 

系、历史发展规律等领域的要点。历史研究基本 

方法领域的重点层级在运用层级，即运用唯物 

史观基本原则，考察简单的史事，如运用阶级分 

析方法，评价著名历史人物等。同时，唯物史观 

还属于情感范畴，其重点层级是认同层级，即学 

生能默许、依从和评估唯物史观中人与历史问 

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等领域的要点。认知是情感 

的基础和决定因素，其学习机制主要是，先识记 

与理解，再接受和认同，进而运用、内化。在命题 

视域中，唯物史观的考查 ，一般不单独成题 ，其 

考查方式、路径等都与考查其他四个维度素养 

①( 盛群力：《21世纪教育目标新分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314~318、49～51页。 

③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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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如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作用与反 

作用关系分析史事，就属于考查历史解释素养 

范畴。但唯物史观可作为试题命题的指导思想 

或试题主题，统领整个试题。 

2．时空观念。时空观念主要属于认知领域， 

它的时空特性和重要史事领域的内容要点分 

层，可如表 3所示。 

表 3 

领域 主要内容 识记 理解 运用 

时空是史事的必备要素 、／ 

记载时空方式具有时代性 、／ 

时空 时空有程度之分 、／ 

特性 纪年等可换算 、／ 

编年或大事年表是一种撰史方式 、／ 

断代划分等，体现研究旨趣 、／ 

重要 单个史事 、／ 

史事 系列史事 、／ 

属于识记层面的主要是时空特性中的前三 

项内容要求，一般不作为考查重点。时空观念的 

重点层级首先在理解层级，包括时空特性的后 

三项内容与单个史事。前者指换算纪年、解释编 

年体史著内容、归纳断代划分理由等。后者包括 

从时、空、人等方面准确定位具体史事 ，知道其 

史料依据、分析其产生背景、梳理其演变过程 

(内容)、概括其发展特征、归纳其历史影响等。 

其次在运用层级，主要指按时间先后或地域排 

列系列史事。上述时空观念的四个理解层级与 

一 个运用层级，是中考试题考查的重点内容之 

一

，特别是单个史事的两方面要点，其理解层级 

更是中考试题考查的重点层级。 

3．史料实证。史料实证主要属于认知领域， 

其具体要求如表4所示。 
表4 

领域 主要内容 识记 理解 运用 

史料定义、类型与价值 、／ 

史料学 收集史料方法 、／ 

使用史料方法 、／ 

解读简短的权威史料 、／ 

史学 判断史料价值 、／ 

利用史料解决问题 、／ 

属于识记层级的史料学领域的内容要点， 

一 般不作为中考试题考查内容。史料实证的重 

点层级有两个。一是理解层级的解读史料，即知 

道史料讲述的主要内容 ，并从中归纳出主要历 

史信息。二是运用层级的利用史料解决问题，即 

在准确解渎的基础上，能整理史料，并完成任 

务。运用层级中的价值判断，即依据标准判断史 

料的真伪，确定在研究问题中的作用等，目前还 

没有作为单独考查内容命制试题。 

4．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主要属于认知领域 ， 

其层级划分，具体如表 5所示。 
表 5 

领域 主要内容 识记 理解 运用 

教科书等学习材料有史实与解释之别 、／ 

同一史事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历史解释 、／ 

性质 历史解释有客观程度之分 、／ 

历史解释体现了史著的重要特质 、／／ 

历史解释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唯物史观 、／ 

叙述历史过程或描述历史现象 、／ 

分析历史因果关系 、／ 

归纳、概括历史规律性认识 、／ 内容 

比较历史事物间异同 、／ 

评价历史事物 、／ 

依据任务，客观解释史事 、／ 

识记层级的四个历史解释性质的内容要 

点，一般不作为考查重点。历史解释的重点层级 

在一个理解层级，IIit说出解释历史的视角，并 

能说出理由；六个运用层级，即六个历史解释内 

容要点，它涉及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前者主要 

指分析、归纳、概括、比较、评价及综合运用等能 

力，后者则要求逻辑清晰、表达流畅、符合要求 

等。运用层级的六大历史解释重点，是中考试题 

考查的最高层级目标和内容。 

5．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主要属于情感领域。 

情感以体验为主渠道，美感以品味为主渠道，意 

志以反思为主渠道，信仰以感悟为主渠道。同 

时，家国情怀的三方面内容，也属于认知领域， 

前两方面内容属于理解层级，后一方面内容属 

于运用层级，如表 6所示。 

表 6 

主要内容 识记 理解 运用 

认识 自我 、／ 

认识他人、社会与自然 、／ 

追本溯源、求证等意识 、／ 

认知分层中的家国情怀维度，其重点在理 

解层级的认识 自我、认识他人与社会 自然等，即 

能转换、解释、推断 、分析 、综合认识 自我、认识 

他人与社会 自然的各五个要点，如能推断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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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所具有的丰富情感与不同的审美境界 

等；再如能走进具体历史人物，体验并解释其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中考历史试题，在考查家 

国情怀素养程度时，主要以认同层级为主，即以 

理解层级为主。追本溯源与求证意识，作为一种 

意识，应属于运用层级，但 目前还没有试题专门 

考查这一重点层级。 

三、实践探索： 
一 道尝试考查核心素养程度的试题 

连云港市中考历史命题组 ，依据上述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重点层级，探索命制了2018年 

中考试题。其中，下文例题(连云港市中考历史 

第 38题 ，有微调 )是比较典型地考查考生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程度的试题。 

(一)制定多维细目表 

依据核心素养要点与重点，制定多维细目 

表，是命题的关键环节。本题即根据上述核心素 

养的层级重点，制定了多维细目，见表7。 

(二)根据细目表命制试题 

试题以历史人物的学习过程为线索，并将 

这一过程大致分为比较、联系、体验和感悟四个 

阶段 ，创设情境，设置四组相对独立的问题群 ， 

分别涉及历史人物的行为(史实)、关键历史人 

物的思想及影响(史料)、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 

追求和人生观、价值观(体验)、关键历史人物的 

整体印象(表达)等内容。具体试题如下。 

历史学习就是用过去“人”的经历感染、熏 

陶、启示我们立足现实，走向未来。运用所学知 

识 ，回答下列问题。 

(1)“比较”能领会政治家的精神。康有为与 

表 7 

孙中山虽同生于广东省，但人生轨迹却不同。完 

成下列表格并归纳两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共同点。 

时间 康有为 孙中山 

1898在 ▲ 在 日本宣传革命思想 

1905钲 流浪欧美 ▲ 

1924钲 反对冯玉祥驱赶溥仪 ▲ 

(2)“联系”能感受思想家的魅力。概括下列 

材料的思想主张，分别写出这一思想在 1917— 

1924年间俄国的主要表现。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 

统治阶级⋯⋯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 

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 

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 《共产党宣言》(1848年) 

(3)“体验”能感悟“常人”的情怀。指出下列 

材料中“国事”的基本含义，从材料中你能体验 

到作者怎样的情怀?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充吾爱汝之 

，,25，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 

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 

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 

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恨。国事不成， 

自有同志者在。 

— — 林觉民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前 

写与妻子的遗书 

(4)“运用”能领悟科学家的品质。据右图 

(当时讽刺达尔文的漫画，图画略)写出达 尔文 

的科学成就和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品质。 

(三)试题命制思路分析 

试题用历史学习过程(用过去“人”的经历 

感染、熏陶、启示我们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统领 

试题的同时，又突出了试题重点(重要历史人物 

题号 主题及情境 知识点 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 家国情怀 

“比较”能领会政治家的 康有为、孙中山事迹 渗透基本观点 史事的时间定位 解读情境 比较异同 认识社会 1 

精神；表格材料 与基本方法 认识 自我 

“联系”能感受思想家的 马恩思想； 渗透基本观点 史事的内容概括； 解读史料； 归纳思想、 认识国家 2 

魅力；文字材料 十月革命 、新经济政策 与基本方法 系列史实间关系 运用史料解决问题 解释行动 

“体验”能感悟“常人”的 黄花岗起义 渗透基本观点 时空定位 解读史料 解释概念， 认识自我 3 

情怀；文字材料 与基本方法 概括情感 认识社会 

“运用”能领悟科学家的 达尔文创建进化论 渗透基本观点 时空定位； 解读史料 解释图片， 认识自我 4 

品质；图片材料 与基本方法 内容归纳 概括史事 认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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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经历中蕴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要素)，两者 

有机结合构成本题主题立意。 

第一组问题群，在比较中认识历史人物的 

个性与魅力。康有为、孙中山出生于同一省份 

(广东省)，因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生活环境不 

同，他们的政治追求也不同，但都以挽救国家危 

亡为己任，都有着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试题落 

脚于康有为、孙中山在三个关键节点的重要行 

动。考查在新情境中史事的时空定位、历史解释 

中的归纳史事间共同点等重点层级 ，同时暗示 

考生认同康有为、孙中山两人的人生追求和顽 

强毅力等方面的优秀品质，渗透唯物史观中将 

具体史事置于特定时空中考察等内容要点。 

第二组问题群，在联系中感受历史人物推 

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本问题群以联系为线 

索，从节选《共产党宣言》的史料切人，要求考生 

概括史料中的主张，并联系俄国历史相关内容， 

简述这些主张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 

响。试题首先要求解读材料，获取材料历史信 

息，考查史料实证中解读史料这一重点层级，涉 

及概括、归纳等思维能力。其次，试题要求联系 

俄国历史 ，归纳这些主张转化为行动的主要表 

现，考查时空观念中时空定位、历史解释中归纳 

史事等重点层级。两小问都渗透唯物史观中具 

体史事置于特定时空考察、思想认识与社会存 

在间关系等内容要点。 

第三组问题群，以体验感悟历史人物情怀 

为线索，用节选自林觉民的《与妻书》为材料，创 

设情境。要求考生理解材料，并体验材料反映的 

作者情怀。运用想象等能力，基于史料，感受、感 

悟历史人物的所痛(面临的难题)、所求(解决问 

题的取向或预期)、所思(解决问题的思路及依 

据)、所行(解决问题的行动)、所感(对问题解决 

的反思)等，是初中历史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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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理解材料内容起步，引导考生进入历史情 

境，感受历史人物的丰富情怀。试题主要考查史 

料实证中解读史料、家国情怀中认同层级的认 

识社会和认识 自我等重点层级 ，涉及分析、概括 

等思维能力。 

第四组问题群，以运用和感悟历史人物品 

质为线索，用当时讽刺达尔文的漫画为情境，要 

求考生依据漫画蕴含的历史信息，写出自己心 

目中达尔文的形象，重点是写出他的科学成就 

和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品质。试题考查史料实证 

中解读史料、历史解释中依据任务客观全面解 

释史事、家国情怀中认同层级的认识他人等重 

点层级，涉及综合运用以及逻辑清晰地表述史 

事的能力。 

四组问题群 ，统领于学习过程这一主题，涉 

及中外历史中的重点知识点 ，形散而神不散 ，具 

有很强的综合性。同时，四组问题群，每组问题 

群都以某一维度核心素养的重点层级为核心， 

又兼顾其他维度核心素养的重点层级，具有很 

强的融通性。当然，初中历史课程中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属于初步探索和尝试阶段，对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更是处于摸索阶段。 

但由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内容要点出发，依据学 

习目标分层理论，确定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 

点层级，以此作为考查目标和主要内容，并结合 

初中生学情和认知、心理特征命制试题 ，这一基 

本学理应该是科学的。相信只要按照这一思路 

不断探索，考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试题必将 

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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