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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是高考的根本任

务，学科核心素养是高考命题、复习

的实践指南。2020 年全国卷Ⅲ第 30 题

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指导，深

入考查了学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核心价值。高考引领着课

堂教学，笔者以历史学科五大素养为

切入点，通过对 2020 年全国卷Ⅲ第

30 题的精准剖析，探寻基于学科核心

素养的复习策略，为高三备考提供新

思路。

一、典型真题剖析

例 .（2020· 全 国 卷 Ⅲ·30）

1940 年代中后期，中国许多工矿企业

尽管账面上获得利润，但难以维持再

生产，故“很多工厂把囤积原料作为

主业，反以生产作为副业”。这说明，

当时  （ C ）

A.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工业生产 

B. 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生产恢复

C. 国统区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 

D. 国民党军阀混战扰乱经济发展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真题剖析

是指根据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要

求，分析试题在核心素养上的具体表

现，并以试题为路径与高考历史命题

专家进行对话，以此推演其命制试题

时的意图和思路，从而拉近复习与考

试之间的距离，帮助师生提升复习的

效率。2020 年全国卷Ⅲ第 30 题以近

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相

关知识为载体，涵盖了对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五大核心素养的考查。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历史学科诸素养中的

灵魂，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

高考对唯物史观的考查分为意识考查

和能力考查两类，侧重考查学生运用

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物、合理解释历

史概念和历史现象的能力。

本题注重考查学生运用“透过现

象看本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等原理

分析历史的意识和能力。本题利用文

字材料设置探究历史的真实情境，通

过材料呈现了 1940 年中后期的中国

工矿企业“账面上获得利润，但难以

维持再生产”“很多工厂把囤积原料

作为主业，反以生产作为副业”这一

企业生产中的反常现象，要求学生利

用所学知识对此现象从本质上进行理

解和认识。学生要理解、认识这一现

象，先要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意识，再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原

理分析当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及两者间的关系：当时国民党政权的

独裁、内战方针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膨

胀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破坏

了国统区的经济秩序，故 C 项正确。

（二）时空观念

时空观念是学科本质的体现，时

空是历史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

特征。高考侧重考查学生对时空的判

别及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

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

方式。

时空是历史的基本元素，也是解

答历史试题的切入点。本题用显性方

式呈现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

时空，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

个特殊时期，命题者选取这个特殊的

时间节点的意图在于考查学生是否形

成了以时空认识历史的基本意识和在

特殊时空背景下对特定历史事物进行

具体分析的能力。20 世纪 40 年代中

后期的中国工业因受官僚资本主义的

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影响

而日渐凋敝，这与 A 项“繁荣”的表

述不符，故排除 A 项；D 项所述的

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史实主要出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材料“20 世

纪 40 年代中后期”的时间点不符，

故排除 D 项。

（三）史料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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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素养得以

达成的途径。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

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若要

对历史形成正确、客观的认识，就必

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

伪存真，这是历史学的重要方法。高

考历史试题以具体的史料设置新情

境，让学生通过分析史料得出历史结

论，考查学生史料实证的素养。

本题的命题者利用文字史料设置

具体的新情境，给学生呈现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工矿企业的发展

困境，要求学生通过分析此段史料，

得出由于受到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国民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五度”复习

——以 2020 年全国卷Ⅲ第 30 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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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发动内战的影响，国统区的经济秩

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结论。

（四）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对历史思维与表达能

力的要求，是以史料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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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侧重考查学生通过多种不同的方

式描述和解释历史，通过对史料的搜

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

历史事物的能力。学生不仅要将历史

事物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

的深层因果关系，通过对历史的解释

不断接近历史真实。

本题利用文字材料设置探究历史

的真实情境，通过材料呈现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工矿企业“账面

上获得利润，但难以维持再生产，故

‘很多工厂把囤积原料作为主业，反

以生产作为副业’”的状况，要求学

生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学生应从史

料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难以维持再

生产”“以生产作为副业”得出“这

一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出现困境”的认

识，再由困境出现的原因入手，通过

辨析“困境和出现困境原因之间的内

在逻辑关系”得出“国统区经济秩序

遭到严重破坏”的解释。

（五）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体现了价值目标，旨

在通过对学生诸素养的培育，达成立

德树人的要求，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

具有的人文追求与社会责任。高考考

查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而养成的价值关

怀、人文情怀和服务于国家强盛、民

族自强与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

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

的重要内涵，本题的命题者通过叙述

中国民族工业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

后期因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官僚资

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多重压迫而

发展艰难等史实，让学生认识到中

国近代化的曲折与艰辛，国家统一、

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培养能担当“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二、复习策略建构

效率是高考复习的关键，提升

复习效率的捷径在于提高复习的针对

性。基于素养指向的高考复习主张从

提升高度、延伸长度、拓展宽度、转

换角度、缩减密度五个方面入手，建

构复习策略。

（一）提升高度

提升高度即以落实立德树人为复

习的根本任务。落实立德树人是高考

的根本任务，因其体现了高考历史试

题的深度，故引领着课堂复习的深度。

高考历史复习应以核心素养为抓手，

指向立德树人，将核心素养落实于复

习的具体环节之中。

例如，在设计《近代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一课的一轮复习

时，教师可在导入和总结环节着重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教师可以香

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之一的伍淑清在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例会上就香港局势为

中国发声这一时事作为导入，在总结

时，可先引导学生分析张謇“舍身喂

虎”的高考真题，再呈现伍淑清“每

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梦，但这个梦一

定要跟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相关”的话

语作为结尾。这样的设计既可以激发

学生的兴趣，又首尾呼应，进一步让

学生明白，不仅历史上有爱国的企业

家，当下这个时代仍然不缺乏爱国企

业家，还能让学生认识到个人命运与

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最终使学生形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正确

的价值观。

（二）延伸长度

延伸长度即知识归类，体现了历

史建构主义理论，便于学生强化重点，

形成时空观念，掌握学科必备知识。

时间是历史的长度，其既是历史学科

最基本的特征和历史考查的重要方

向，更是历史复习的侧重点。

例如，在复习《近代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专题时，教

师可以利用表格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表格内容

主要包括时间段、阶段特征、原因、

代表、影响等方面。这样既可使学生

形成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

空观念，又能使其对中国近代资本主

义的发展有一个宏观概览，把零散的

知识整合起来。高考题不是只考某一

个知识点的某一个时间点的内容，还

会考这个历史事件纵向的发展历程，

因此，重要知识点的长度的构建对于

高考题的解答有重要作用。

（三）拓展宽度

拓展宽度即运用史料创造情境，

突破重点，扩展视野，加深理解，在

拓宽知识宽度的同时培养学生历史理

解和史料实证的素养。

例如，在复习“近代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时，教师可以围绕民族资

本主义的概念，运用文字、数据表格

或饼状图等史料，让学生通过提取和

解读史料，掌握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

概念及其发展的原因、表现、地位、

作用和影响。近几年全国卷和地方卷

都侧重对经济概念的考查，“社会结

构”“经济结构”“工业结构”“阶

层结构”“近代民族工业”等都是高

频考点。

例如，2019 年全国卷Ⅰ第 28 题

B 选项考查了“社会结构”的概念，

全国卷Ⅲ第 28 题 B 选项考查了“社

会阶层”的概念。2020 年高考延续了

以往的模式，全国卷Ⅲ第30题考查“中

国工矿企业”的概念、山东省 2020 年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第 5 题考

查了“崇本抑末”的概念。因此，在

复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高考题

中经常考查或较为陌生的概念的内涵

詹姆斯镇：成立于 1607 年，1610 年放弃。【英国的主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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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延，以加深历史理解和拓展历史

视野。

（四）转换角度

转换角度即从多元角度认识历史

事物。多元是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

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会有不同的结论，

教师应把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目

标融入于探究、解决历史问题之中。

材料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

生与发展的原因是历史复习的重要话

题。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

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亦有学者

认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

发展基本遵循“冲击—反应”的史学

理论，虽然此模式具有合理性，但其

过于强调事物发展的外在因素，忽略

了事物发展的内因或内在动力，不利

于阐释事物本身的发展历程。

教师在复习中可以转换角度，把

话题转换为问题，利用前文提到的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表格，创

设问题情境，进行开放性设问：从上

述材料中提取两条以上的信息，自拟

论题，并运用所学中国近代史的史实

进行阐述。

通过开放性设问，教师可启发学

生从不同角度分析现实并得出不同认

识，如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近代民族

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中国资本

主义要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实现民族独

立、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曲折的、中

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

国的社会转型（近代化）、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等。问题分析、解决的过

程就是训练学生运用历史知识、历史

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也是培养

学生历史思维的过程。最终，教师

会通过知识的落实、方法的训练、

能力和思维的培养达成培育学生素

养的目标。

（五）缩减密度

缩减密度即对教材内容进行整

合，大胆取舍，提升复习效率。通过

近几年全国卷和各地高考历史试题可

以看出，命题者立足五大核心素养，

利用陌生史料设置新情境，考查学生

运用已有知识解决陌生问题的能力和

运用历史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并得出历

史认知的思维品质，历史学科五大核

心素养蕴含于考查的全过程。

2020年全国卷Ⅲ第28题立足历史

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综合考查，涉及

近代民族工业的概念、20 世纪 40 年代

中后期民族工业发展的表现、军阀混

战、抗日战争、官僚资本、国民党发

动内战对工业的影响等知识，是典型

的“以细节反映全貌型”试题，涉及

知识范围广是该类试题的主要特点。

因此，教师应对近几年的高考历史试

题进行细致研究，引导学生按专题梳

理试题的知识落脚点，并以此为基础

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取舍、有效整合，

通过构建知识框架等形式，让知识从

平面走向立体，在缩减密度、减轻学

生负担的基础上提高复习效率。

高考是引领课堂教学的指挥棒，

教师只有深入研究历史真题，认清高

考历史试题的命制思路、趋势，将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融入复习课堂之中，

才能提升高考复习的实效。

（作者单位：重庆市王朴中学校；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唐代交通图考》

本书为严耕望的代表作，颇受国内外史学界的推崇。本书考订唐代的交通地理沿革，以区域分卷，按京都

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分为 6 卷，以路线为篇，如长安洛

阳驿道、长安太原驿道等路线，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

证史料繁富，考订详核，每篇考论结果，皆绘制地图，便于读者了解和应用。

《唐代交通图考》是 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最突出的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成为学

者公认的典范。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

甚至某处路旁有一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

纪的大规模研究的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称其为“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以其丰厚的学

术内涵，誉之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和采用，有“竭泽而渔”

的称誉，作者曾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

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

（摘编自网络）

亨利克斯：成立于 1611 年，其取代了詹姆斯沼泽地区。【英国的主要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