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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考历史三轮冲刺复习：学科核心素养
与学科关键能力 专项练习题汇编 

素养 1　唯物史观

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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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原理：①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②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人类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

级发展)。

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和反

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④阶级分析方法。

⑤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

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科学实验(指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等。

1. 分析人民群众的作用

[2023 成都 27(3)题]【探究二】人民的力量

材料二　美国南北战争初期，北方失利，华盛顿几乎失守。1862 年，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

林肯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措施。其中，最有力的措施是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①，

规定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南方各州的黑奴“永远获得自由”“可参加合众国军队”。这些

措施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的革命积极性。在北方军队的每 1_000个士兵中，有 421

个工人，487 个农民。南方有 50 万黑人逃离种植园，在敌人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了

奴隶主的 10 万军队，使南方在经济上濒于崩溃②。不久，北方扭转了战争形势，并最终赢

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③。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第二版)等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北战争中人民群众对美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4 分)

素养解读本题情境创设、任务驱动、设问指向与主题立意“人民的力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突出了对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考查。

解题思维可视化

步骤 1

审设问
1.明确答案来源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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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需要在把握材料关键信息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实，针

对问题做出合理解释

2.明确作答内容 南北战争中人民群众对美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①②③

步骤 2

读材料 2.信息转化

①→人民群众推动林肯签署废除黑人奴隶制的法令

②③→奴隶制的废除调动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奴隶

参战的积极性，加速了北方的胜利

步骤 3

规范答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推动了奴隶制的废除；加速了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每点 2

分，任答两点 4 分)

2. 评价历史人物

[2023 德阳 28(1)题]

材料一　秦王(始皇)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做事①，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

近百姓庶民，抛弃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②，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治

民，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③。

——译编自贾谊《过秦论》(贾谊，汉初儒生，官至太中大夫④)

材料二　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最大的公⑤；虽然他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

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他，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就开始了

⑥……这不是秦始皇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译编自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生活于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代⑦)

根据材料，概括贾谊和柳宗元评价秦始皇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其不同的

主要因素。

(4 分)

素养解读本题呈现了贾谊和柳宗元评价秦始皇的素材，要求概括二者评价秦始皇的不同之处，

并指出导致人物评价不同的主要因素，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作为认

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人物”的考查。

解题思维可视化

步骤 1

审设问
1.明确答案来源

“根据材料，概括”→答案需要对材料进行归纳、整合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答案来自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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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作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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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和柳宗元评价秦始皇的不同之处以及导致其不同

的主要因素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①②③④⑤⑥⑦

步骤 2

读材料 2.信息转化

①②③→贾谊认为秦始皇残暴苛虐，不符合儒家仁义的

理念，否定秦始皇

⑤⑥→柳宗元认为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天下为公，加

强了中央集权，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肯定秦始皇

④⑦→贾谊、柳宗元生活的社会环境、立场不同

步骤 3

规范答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不同之处：贾谊否定了秦始皇，柳宗元肯定了秦始皇。(2 分)(或：贾谊从儒学的角

度进行评价，柳宗元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评价)因素：社会环境(生活时代)，立

场，学识等。(2 分)

3. 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2023 德阳 29(3)题]

材料                                   康有为大事记

1858 年　出生于广东南海官僚地主家庭，自幼熟读经史，饱受封建儒学教育①

1879 年　游历香港，始读西学之书②

1882 年　到北京参加乡试未中，南归途经上海，大购西书，精心研读，大讲西学

—————————————————————————————————

1884—1885 年　中法战争期间，酝酿变法思想

1888 年　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改良主张③，因受阻未上达

1891 年　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新学伪经考》，宣传变法思想④

1895 年　甲午战争失败，发动公车上书；8 月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

1896 年　续成《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思想

1897 年　德国强占胶州湾，第五次上书光绪帝，呼吁变法救国

1898 年　第六次上书光绪帝，成立保国会，参与百日维新

—————————————————————————————————

变法失败后　逃往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⑤

辛亥革命后　担任孔教会会长。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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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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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中国史纲要》等

根据材料中的分隔线提示，概括康有为的三段人生经历。并据此谈谈你对个人发展与时代变

化关系的认识。(5 分)

解题思维可视化

1.明确答案来源

“根据材料……概括”→答案需要对材料信息进行归纳、

整合

“谈谈……认识”→开放性设问，答案根据整体材料及

设问得出

步骤 1

审设问

2.明确作答内容
概括康有为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个人发展与时代变化关

系的认识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①②③④⑤⑥

步骤 2

读材料 2.信息转化

①②→幼时深受封建儒学教育影响，青年时学习西学

③④→主张变法

⑤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支持复辟帝制

步骤 3

规范答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经历：第一阶段：从学习儒学到学习西学；第二阶段：宣传变法思想，参与变法

活动；第三阶段：维护皇权和复辟帝制。(3 分)认识：个人发展与时代变化紧密相

连。时代变化深刻影响着个人发展，个人思想变化会随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

变化。(2 分)

素养 2　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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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时空观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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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知道特定的史事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能够知道划分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多

种方式，并能够运用这些方式叙述过去；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能够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在认识

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查。

呈现形式：历史纪年、历史时序、年代尺、阶段特征、历史大事年表、历史地图、历史图表(数

据图、柱状图、折线图、思维导图)等。

1. 历史纪年

常见历史纪年方法及换算

项目 含义/换算方法 示例

公元纪年与世

纪、年代换算

每一百年为一个世纪，由公元纪年换

算为世纪，取纪年的百位数字再加 1，

纪年十位上的数字成为年代。通常把

每个世纪前 20 年称作某世纪初，最

后 10 年称为某世纪末

1921 年为 20 世纪 20 年代

周年计算

(1)不跨公元元年：即同为公元前或公

元后，数值大的年份减去数值小的年

份

(2)跨公元元年：即一个为公元前纪年，

另一个为公元后纪年，则两者相加再

减 1

例 1：2023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

周年？

2023－1921＝100 周年

例 2：西汉建立(前 202 年)与东汉建立

(25 年)相距多少年？202＋25－1＝

226 年

年号纪年与

公元纪年换算

(1)年号纪年法：古代帝王在位年间用

所取的年号来纪年的一种特殊方式

(2)年号元年的公元纪年＋年号��

年－1＝公元��年

(1)古代帝王年号典型代表：贞观、开

元、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

光绪等

(2)光绪元年是 1875 年，光绪三十一

年是公元多少年？即：1875＋31－1

＝1905 年

民国纪年与

公元纪年换算

(1)民国纪年：由中华民国政府颁布，

表记时称作中华民国 XX 年，

民国 34 年是公元多少年？

34＋1912－1＝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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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国 XX 年。1912 年中华民国成

立，故以 1912 年为民国元年

(2)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

即公元XX年＝民国XX年＋1912－1

干支纪年

(1)干支纪年法：用天干和地支组合，

每增加一年，天干和地支各向后推一

位，每 60 年一个轮回

(2)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

初中涉及的重大干支纪年事件：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1898 年戊戌变法、

1901 年《辛丑条约》、1911 年辛亥革

命

[2020成都 11题]历史时间的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下列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表述，采用了“年

号纪年法”的是( B )

选项 时间 事件

A 公元前 221 年 秦朝建立

B 贞观十九年 玄奘结束西行回到长安

C 庚子年 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D 民国十五年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素养解读本题考查历史时间的表达,在解答过程中,需要准确理解公元纪年、年号纪年、干支

纪年、民国纪年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时空观念“能够知道划分历史时间与空

间的多种方式”的考查。 

2. 历史地图

[2023 成都 12 题]秦代以来，政府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边疆设立了一系列机

构。下图中字母所示辖区与清朝所设机构对应正确的是( C )

A. 安西都护府①

B. 乌里雅苏台将军②

C. 伊犁将军③

D. 澎湖巡检司④

清朝疆域图(18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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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解读本题考查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辖，在解答过程中，需要准确识读历史地图并提

取历史信息，通过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准确辨识史实，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时空观念“能

够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考查。

解题思维可视化

步骤 1

审设问

明确作

答内容
“字母所示辖区与清朝所设机构对应正确的是”

步骤 2

读地图

据设问，

提取有

效信息

①→地图中字母 A 所示辖区为西藏，备选项给出的机构是安西都护府

②→地图中字母 B 所示辖区为东北地区，备选项给出的机构是乌里雅苏

台将军

③→地图中字母 C 所示辖区为新疆，备选项给出的机构是伊犁将军

④→地图中字母 D 所示辖区为台湾，备选项给出的机构是澎湖巡检司

步骤 3

定答案

分析

备选项

清朝在西藏设立的机构是驻藏大臣，安西都护府为唐朝时在西域设立的

机构，A 项排除；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清朝设置管辖蒙古地区的，B 项排

除；澎湖巡检司是元朝时期设置的管辖澎湖和琉球地区的，D 项排除；

伊犁将军是清朝时期设置管辖今新疆地区的机构，C 项符合题意

素养 3　史料实证

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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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知道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掌握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

能够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和对史料作者意图的认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并在此过程中体

会实证精神；能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历

史认识；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

1. 史料分类

(1)按表现形式：分为文字史料(以简帛纸张、电子媒介等为载体)；实物史料(遗迹、遗址、遗

物、出土文物等)；口述史料(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俗谚、遗训、回忆录、对话录、

采访记录、座谈录音等)

(2)按学术价值：分为直接史料，也称第一手史料(未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转写的史料。一般

而言，可信度高于间接史料)；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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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也称第二手史料(已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撰写的史料)

[2022 成都 9 题]口述史料是史料的表现形式之一。下列研究抗日战争的史料中，属于口述史

料的是(  C  )

A. 《卢沟桥事变形势图》 　　　　　　　　　　　　　B．《义勇军进行曲》

C. 《吕正操(抗日名将)回忆录》                      D．《论联合政府》

素养解读本题题干通过介绍“口述史料”是史料的重要表现形式，要求对备选项中的史料类

型作出判断，从而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

2. 史料信度

各种形式史料作为一种载体，承载着某一历史阶段的历史信息，不同类型的史料证史价值会

有差异。

形式 证史价值

文学

作品

文学作品能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可反映作者对所处时代和当时事件的认识；

可以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有时是对历史记载的有益补充；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时代风貌

遗址

遗物

作为历史证据，遗址遗物可证文献之记载，可校文献之谬误，可补文献记载

之缺轶。尤其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是研究、复原其社会面貌的实

物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历史

照片

(1)没有经过刻意伪造的照片是还原历史的可靠证据

(2)从照片拍摄动机与达成效果的不一致中可以发现深层的证史价值

(3)照片不能反映历史全貌，证实必须图文互证

[2021 成都 21 题]史料的类型多种多样，价值各有不同。在下列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

爆发的标志”的史料中，可信度最高的是( D )

A.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  B. 关于二战的电影《最长的一天》 

C. 长篇小说中关于德国闪电战的描述  D. 当时拍摄的德军通过华沙街头的照片

素养解读本题通过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史料，要求在比较中对史料信度和史料价值作

出判断，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史料实证“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实证

精神”的考查。

3. 史料证史

[2023 成都 2 题]

          
图 1　镶嵌绿松石铜牌        图 2　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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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和图 2 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两组相似度很高的文物。 

它们可用于佐证( B )

A. 中国文字发展成熟 B.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C. 皇帝制度已经确立 D. 远古传说真实可信

素养解读本题通过呈现两组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要求对史料进行分析并得出认识，体现了

对学科核心素养史料实证“能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并据此

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的考查。

素养 4　历史解释

内涵：历史解释是以史料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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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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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对各种历史

解释加以评析和价值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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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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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客观评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1. 逻辑关系——史实与史论的对应性

[2023 绵阳 6 题]“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下列史实与结论逻辑正确的

是( C )

选项 史实 结论

A 《南京条约》签订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 洪仁玕写成《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C 北洋舰队建成 中国海防近代化逐渐发展起来

D 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 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素养解读本题给出史实与结论，要求选择这两者逻辑关系对应正确的一项，从史实到结论的

桥梁是科学合理的史学思维，即依据现有史料通过合理推断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主要考查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即由历史史实推断出合理、科学的历史结论。

2. 逻辑关系——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2022 绵阳 24 题]学习历史，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需要

中国。下列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史实描述错误的是( C )

A. 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  B. 苏联的经济体制——中国“一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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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冷战政策——重庆谈判  D. 第三次科技革命——神舟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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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解读本题涉及中外较多历史史实，要求分析中外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考查学生对历史

事物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

3.  区分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

(1)历史事实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其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

(2)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

[2020 成都 20 题]在历史学习中，应正确区分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下列表述属于历史解释

的是( B )

A. 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

B. 1917 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C. 1921 年，苏俄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营中小企业

D. 1937 年，苏联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4. 异同比较

[2020 成都 4 题]秦朝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隋朝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秦、隋

两朝的这一举措都( C )

A. 实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B. 保障了两朝的长治久安

C. 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D. 推动了对外文化的交流

素养解读本题涉及灵渠与大运河的比较。要求学生归纳两者的共同点，体现了对历史事物进

行解释的考查。

5. 主题归纳

[2023 绵阳 14 题]某学习小组收集了“珍妮机与英国棉纺织业”“棉花种植园与黑人奴隶制”

“手纺车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资料。该小组研究的主题是(  A  )

A. 棉花与世界的发展　　　　B. 工业革命的原因　　　　C. 亚非民族独立运动　　　　

D. 奴隶制度的存亡

素养解读本题涉及棉花与棉纺织机器对英国、美国和印度社会的影响。考查学生从历史表现

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作出解释的能力。

6. 结合史实说明

[2023 成都 26 题(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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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经典歌曲，诞生于战火纷飞

的抗战岁月。从成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和歌曲名字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

歌词内容有一句是“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而在天津市档案馆中

保存的一本 1943 年 12 月由“群众剧社编六专区抗联”出版的《群众歌声》歌曲集中，我

们看到了“他坚持抗战六年多”的字样。这是因为这首歌成曲在 1943年，距 1937年全面抗

战爆发正好是 6年多。后来在传唱中，群众在歌词中一年又一年地累加着年月，到抗战胜利

时已经是“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歌曲名字最初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据曹火星手

稿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谈及这首歌的歌名时认为，“还是加上一个‘新’字

好，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而后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这首歌正式更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改动后的歌曲被

赋予了新的意义，它用滚烫的旋律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唱了半

个多世纪仍然经久不衰。

——据于森《曹火星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载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当代中

国》)

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史实，说明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要

求：至少结合三个相关史实加以说明，史论结合，表述清楚，符合逻辑)。(6 分)

素养解读本题通过介绍经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发展概况，旨在引导学生理

解歌曲诞生的背景与歌曲更名的历史意义。并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实践论述观点，考查的

是“判断和说明历史问题”的学科高阶能力，突出落实历史解释学科核心素养。

解题思维可视化

1.明确答案来源
“结合史实，说明”→答案通过材料和所学知识进行概

括整合，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步骤 1

审设问
2.明确作答内容 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实践(至少三个)

步骤 2

读材料 2.据有效信息作设问转化

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划分，可从国民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全民族抗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史实进行阐述

步骤 3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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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答 说明：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通过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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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局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开辟敌后战场，英勇抗战，并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发挥了中

流砥柱的作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推翻了国民党在

大陆的统治。(每点 2 分，任答三点 6 分。其他言之有理的答案均可)

7. 围绕某一主题，自拟题目，写小论文

[2021 绵阳 28(2)题]

材料三

                  

虎门销烟             印度圣雄甘地    两弹元勋邓稼先

根据材料三，选取其中一个史实，以“爱国”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6

分。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文字通畅。200 字左右)

素养解读本题创设了“虎门销烟”“印度圣雄甘地”“两弹元勋邓稼先” 图文情境，要求选

取史实以“爱国”为主题写小论文，体现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独立探究与解决问题”

的学科高阶能力，突出落实历史解释学科核心素养。

解题思维可视化

步骤 1

审设问

1．给定主题：爱国

2．论据范围：选取材料三中的一个史实

3．字数要求：200 字左右

步骤 2

理材料，

定题目

1.梳理材料史实内容：虎门销烟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利益，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反

英斗志；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邓稼先为我国“两弹元勋”，“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2．拟定题目：根据所选材料，凝练主旨，确定合适题目

步骤 3

规范答

答案包括史实论述＋总结两部分

①整理史实论述：从爱国的角度对材料信息进行阐述

②总结评述：根据史实论据并结合主题进行归纳性评述

示例答案：题目：“两弹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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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

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富强，一大批爱国人士

以满腔热血，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两弹元勋”邓稼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

物。他们不计名利，发奋图强，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奉献他们的青春和智

慧，铸就了激励每一个中国人的“两弹精神”。

今天，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新时代中国的少年，自当发奋

进取，以先辈为榜样，不辜负时代和民族的期望。

8. “一分为二”评价人物、事件、历史现象

[2023 德阳 28 题(2)]

材料一　秦王(始皇)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做事①，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

近百姓庶民，抛弃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②，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治

民，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③。

——译编自贾谊《过秦论》(贾谊，汉初儒生，官至太中大夫)

材料二　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最大的公④；虽然他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

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他，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就开始了

⑤……这不是秦始皇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译编自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生活于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一分为二的方法⑥评价秦始皇。(5 分)

素养解读本题呈现了贾谊和柳宗元评价秦始皇的素材，要求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评价秦始皇。

体现了历史解释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物进行客观评判、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人物，有

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解题思维可视化

1.明确答案来源
“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综合材料、设问和教

材内容得出答案
步骤 1

审设问
2.明确作答内容 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评价秦始皇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①②③④⑤⑥

步骤 2

读材料 2.信息转化

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秦始皇进行评价

①②③→消极：秦始皇残暴苛虐，实行严刑酷法和思想

专制，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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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积极：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确立中

央集权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步骤 3

规范答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评价：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创

立中央集权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促进了经济文化

的交流与发展；建立全国道路网、开凿灵渠，加强了各地的联系；修筑长城，有

利于防御匈奴南下，稳定边疆秩序。这些都是积极的。(答 2 点 4 分)但他厉行暴政，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二世而亡，又是消极的。(1 分)

素养 5　家国情怀

内涵：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与社会责任。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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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育

五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德育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

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在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智育在社会文明建设中起

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体育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增强学生的体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不可缺少的条件。美育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劳育肯定劳动价值、倡导劳动实践、

颂扬劳动精神、传播劳动文化是重要的育人内容。

[2023 成都 27(4)题]【探究三】人民的精神

材料三

新中国劳动模范光荣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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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传祥，掏粪工

人。无论冬夏、挨家

挨户地给群众掏粪扫

污。①他曾说：“咱

要一人嫌脏，就会千

人受脏，咱一人嫌臭，

就会百家闻臭。”

　　王进喜，石油工

人。曾参与建设大庆

油田，克服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困难。②他

曾说：  “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

　　邓稼先，原子弹

专家。一生从事原子

弹研究，默默奉献，

死而后已。③他曾说：  

“假如生命终结后可

以再生，那么我仍选

择中国，选择核

事业。”

　　王选，计算机文

字信息处理专家，汉

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

人，被誉为“当代毕

昇”④。他曾说：“我

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

做了一点贡献，已死

而无憾了。”

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劳

模精神”的内涵。(3 分)

素养解读本题围绕新中国不同领域的劳动模范创设情境，任务设计为提炼“劳模精神”的内

涵，情境、设问具有高度一致性，在解答试题中，达到肯定劳动价值、倡导劳动实践、颂扬

劳动精神的育人功能；体现了“以劳育德、以劳育美”的德育、劳育价值功能。

解题思维可视化

1.明确答案来源
“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需要对材

料信息进行整合概括并结合教材内容得出答案
步骤 1

审设问
2.明确作答内容 提炼“劳模精神”的内涵

1.据设问，提取有效信息 ①②③④

步骤 2

读材料 2.信息转化

①→崇尚劳动；爱岗敬业

②→艰苦奋斗

③→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④→勇于创新；精益求精

步骤 3

规范答

分层、分点、历史术语作答：

崇尚劳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等。(答出一点 2 分，答出两点 3 分)

备考精练

素养 1　唯物史观

1. (2023 盐城模拟)“东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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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

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

因是(　　)

A. 统治者的变法和改革  B. 分封制广泛推行

C.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D. 百家争鸣的出现

2. 以南渡为界，李清照前期的诗细腻婉转，后期的诗沉郁忧伤。从“兴尽晚回舟，误入藕

花深处”到“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　　)

A. 阶级斗争产生市民文化

B. 时代动荡影响词人写作风格

C. 商品经济影响宋词发展

D. 北宋时期词的不断发展变化

3. (2023 合肥模拟)宋代之前，蹴鞠、相扑等运动主要在宫廷中开展，两宋时期民间出现蹴

鞠项目，相扑运动逐渐在瓦肆中盛行并深受市民喜爱。发生该变化的根本原因是(　　)

A. 商品经济的繁荣  B. 重文轻武的国策

C. 中外交通的便利  D. 资本主义的萌芽

4. (2023 柳州)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说明人

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是(　　)

A. 人民群众的支持  B. 解放军战略战术正确

C. 解放军作战英勇  D. 国民党军队士气低下

5. (2023 江西模拟)老照片能够折射历史。从下面一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共同历史

内涵是(　　)

                         

五四运动游行队伍        活跃于冀中平原的回民支队       翻身农民丈量分

配土地

A.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B.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C. 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D. 土地改革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第 17 页 共 21 页

6. (2023 合肥模拟)1950 年 6 月，新中国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

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到 1952 年底土地改革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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