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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历史试题评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历史命题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挥以史育人的导向作用，

加强对“四史”的深入考查，注重对历史必备知识、关键能力

与核心素养的达成度考查，引导考生关注历史进程、社会发展

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促进教、学、考有机衔接，引导高中教学

减负提质。

本次命题依据《广西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等

文件精神，按照《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所规定的必修内容，有机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突出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和海洋权

益等方面的主体内容，努力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

会、生态等发展的新成就、新成果，充实丰富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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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较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坚持正确的思想

导向和价值判断，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为目标的

基本理念。试题新颖，原创性强，引用材料权威，选择题题干

精炼，整卷注重考查主干知识、重点知识、基础知识，主题覆

盖面全，不存在政治性、科学性、公平性、规范性问题，难度

符合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要求。

一、发挥学科育人价值，彰显立德树人功能

（一）重视党史内容考查，凸显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试题通过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

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史实和重要历史线索，考查学生对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掌握及认识程度，引导学生树立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党史内容的考查，

选择题有 3 题，非选择题有 1 题，共计 22 分。其中第 11 题，

呈现了长征时期刘伯承领导的左路红军进入彝民聚居区，同彝

民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

支队”的故事，引导学生认识革命火种传播的真实历程。第 14

题通过呈现三线建设的成就，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

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的成就。

（二）突出中国深厚文化底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卷命题紧跟国家时政，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为主线，密切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内容，

深入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思想理念，充分发挥

历史的导向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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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历史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方面：第 1 题是考查中华文明起源的内容，彰显中国

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可谓是辉煌璀璨，

第 2 题则通过荀子的主张来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掌

握情况，培养学生对古代中国文化的自豪感。

经济方面：古代水路交通的开发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第

4 题从交通史的视阈来看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的交流；第 5 题通

过对东京酒肆瓦市社会场景的设置，生动形象地勾勒出宋朝经

济的繁荣景象；第 8 题揭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萌芽的历史过

程，即使明清两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经济仍然在

顽强发展。

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方面：第 3 题考查的是古代中国各地

区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史，旨在从历史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第 6 题立足于内地农业生产技术向西南边疆的传播历

史，引导学生认识边疆开发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第 7

题选取雍正时期《广东通志》记载的广东省琼州府万州治理范围

的史料为素材，要求学生分析史料并得出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

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结论，帮助学生树立海疆与海权意识。

（三）厚植信仰根基，增强理论自信。

试题注重选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史实和生动案例，引导学

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树立道路自信。第 15 题结合

新华社推出的歌曲《新时代》，通过理解歌词内容的寓意，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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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意义和成就，用崭新的社会情境考查学生认

识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第 26 题呈现共和国初期

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建设的现状和成就，要求学生理解我国选

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通过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

的历史对比和经验总结，意在引导学生树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生信仰。

二、积极落实教考衔接，助力培育良好教育生态

（一）遵循高中课程标准，积极推进依标施考。

试题依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坚持依标命题。在考查内容

范围上，注重体现课程标准规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

线索、核心概念与主干知识，突出全面性、典型性，引导高中

对标组织教学，深化考试内容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如第 4 题大运河的开通和第 5 题的

西南边疆开发等，让学生通过情境浸润式的考查和引导，了解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贡献，促使学生认识到劳动教育对于个

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引导学校构建支撑全面发展的良好教

育生态。

题目注重素材选取、问题设计与课标规定的专题、内容相

契合，试题情境既新颖又与学生所学有关联，如第 1 题泰安大

汶口墓地的素材，第 5 题北宋都城东京城市的景象描绘，第 6

题元朝赛典赤赡思丁的西南治理，第 11 题刘伯承同彝民沽鸡家

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事例，第 14 题的“三线建设”问题，

第 20 题的英国杂志《庞奇》上的讽刺画，第 24 题苏波边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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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用大量丰富的情境素材来引导学生在扎实掌握所学知识

的基础上加强对历史主干和历史线索的梳理和总结，做到融会

贯通、举一反三。

（二）加强基础考查，贯彻新课改理念。

试题通过对学科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深入考

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和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引

导教师贯彻新教材理念。新教材强调学科大概念，以大概念囊

括各单元的教学主题，以主题为引领，从学科大概念到单元概

念到课时概念，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在本试题中覆盖了各类学科概念，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

义道路、全球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世界市场、“一五”计划、

新航路开辟等。第 3 题通过课时概念——秦朝统一文字表的考

查，对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

两个单元和大概念加以考查；第 14 题，通过考三线建设（课时

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单元概念）和道路自信（课时概念）

加以考查。

此外，新教材增加了考古学内容，突显实证意识，试题第

1 题考查了泰安大汶口墓地群；新教材强调海洋权益，第 7 题就

考查清朝时的海疆，确立国家安全观；新教材强调多元的世界

文明，改变欧洲中心论，16 题考查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交往，

22 题 19 世纪晚期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新教材强调整

体史观，从整体思考历史的发展，如 23 题巴黎和会、24 题雅尔

塔体系的建立就体现了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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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学科素养考查，引导教学方式变革。

学考历史试题凸显历史学科特色，契合时代精神，围绕主

干知识，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多维度地创设试题情境，考查学

生在新情境下如何解决问题，引导高中改变当前“填鸭式”教学

方式，“饱和式”训练模式，“套路化”答题格式，推动高中课堂

以大概念为核心，以问题驱动为引领，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探

究学习的意识，从而实现学生个性发展、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

在主题立意方面，呼应时代需要。如 26 题，在喜迎中共二

十大的背景下，通过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选择和改革开放成

就的考查，从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帮助学生坚定“四个自

信”，潜移默化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如 27 题，基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科学论断，通过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拉丁美洲

落后原因的考查，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知道世界各文明之间

的交往与互动，感悟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问题设置方面，符合测量学理论。两道材料题根据布鲁

姆的认知理论，注重考查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根据我

区学情和学考要求，把题目总体难度控制在水平层次二以内。

问题的能力设置注意层次性，既考虑学生的合格率又兼顾学生

的特长，充分体现“为了一切学生”的命题观。非选择题（材

料题）的第 3 问要求学生根据材料，得出相应的推论，信息主

题集中，对引导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促进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具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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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注全球视野与时政考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历史试题结合高中教学实际和学科特点、学生认知水平，

落实新课标、新教材对教学的引导作用，将全球视野下的时政

热点与学科内容有机融合，促进学生开阔国际视野，深入理解

百年变局，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而引导高中教学关注时

代、贴近生活，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试题考查范围基本覆盖全球各大洲的历史。第 17、18 等题

体现了对欧洲历史的考查，第 19 题体现了对北美历史的考查，

第22题体现了对非洲近代历史的考查，第27题（2）体现了对拉

美历史的考查，试题围绕各大洲的历史创设情境，彰显了将全

球视野与学科内容的有机结合，引导高中教学，开阔学生视野。

试题贴近生活与关注时政热点。第 20 题考查工业革命对环

境的影响，彰显了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引导学生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第 24 题围绕雅尔塔会议的

基本内容与苏美英的博弈创设情境，彰显了对最近国际热点问

题的关注，引导学生关注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培养以史为鉴的

能力。第 27 题（3）考查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地差异性的影响，

彰显了对现今国际经济秩序的关注，引导学生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