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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卷）历史试题

总 评

2018年北京高考文综历史试卷是一份最像历史试卷的历史试卷，

进一步落实了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要求，严格依据新版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突出立德树人的核心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重

考查学生的五大核心素养。测试目标明确，考查方式与角度合理、有

效、灵活、开放多元，题目难度适中偏易。

一、试卷总体数据分析

1．高中模块数据分析

模块 必修一 必修二 必修三 选修 综合

分值 28 20 12 4 36

2．通史模块数据分析

模块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

分值 28 36 36

3．能力模块数据分析

模块 获取和解读 调动和运用 描述和阐释 论证和探讨

分值 28 40 20 12

总体来说，试卷的结构平衡，突出知识的综合，强调能力的考查，

对于新一届高考年级的复习和备考具有较明确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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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卷命题特点分析

1．全面落实对“核心素养”的考查。今年的历史高考是一次最

像历史考试的历史考试，如果说前几年的高考是开始逐步渗透核心素

养要求的话，那么在新课标正式公布的今年，则是全面落实对“核心

素养”考查的一年。尤其是材料题第 37 题，第（1）问既考查了学生

对《春秋》《史记》这两部史学名著的了解，同时也通过《史记》来

考查对汉代社会状况的史料实证。第（2）问则一方面通过近代西方

历史研究方法的梳理，考查了对唯物史观的历史理解，同时也是对学

生历史解释这一核心能力的考查。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第（3）问，

要求学生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充分体现了命

题人对中国近现代史培育家国情怀的历史价值的高度重视。此外，选

择题部分也重点考查了学生的时空观念这一核心思维。12 道选择题

中有 10 道选择题都涉及到时空的判断。

2．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考是高中教育的重

要指引，高考命题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导向，充分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拓展全球视野。例如材料

题第 40 题和第 41 题，后者关注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紫砂

壶，以此为情境考查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演变；前者则关注了西方文

艺复兴的背景和意义。两道题交相辉映，反映了命题人既高度重视民

族文化，也不忽视文明之间包容互鉴的价值取向。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试卷延续去年命题的趋势，再次考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深度融入高中历史教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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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贴近时代热点、贴近学生实际。为增强历史教育的实效性，

今年高考命题继续坚持依托社会热点和北京学生的学习实际来创设

情境，引导学生用历史的智慧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我们在考前

预测，并在模考试卷和模考班中充分体现的那样，今年作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明治维新 150 周年，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概率会考查

相关知识点，而这些热点均反映到了试卷的命题中。另外，我们根据

多年高考研究总结，并同样在模考试卷和模考班中充分体现的汉代历

史、中外关系、西方近代史等高频考点，也都反映了到本次高考试卷

的命题中。

三、新一届高考历史复习建议

对于新一届高三年级的学生来说，高三是从 2018 年 6 月 8 日高

考结束的那一刻开始的。未来的一年，是大家与时间赛跑，厚积薄发

的一年。结合今年高考情况，在此提出以下五点复习建议：

1．树立“时空观念”这个核心思维。历史知识纷繁复杂，必须

纲举目张。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和几个基本模块，梳理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西古史比较四张知识框架表。在老师

的帮助下，整理历史知识填充地图。有了这两套基本工具，就可以每

天过眼，实现高频记忆，使自己不再为知识记忆的问题犯愁。

2．训练“历史解释”这个核心能力。所有历史叙述、历史分析

和历史论证本质上都是历史解释或阐释，是对历史应试者思维和能力

的综合反映。北京高考历史试题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

考查。然而，一些学生恰恰缺乏的就是用通顺的语言、清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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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史实和专业的视角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运用“史料实证”这个核心方法。要想训练历史解释的能力，

一方面要非常熟悉教材这个最基本的历史解释文本，更要通过大量的

习题，尤其是材料题的训练，来接触丰富的史料，了解历史知识在史

料中的具体表现，训练史料与知识的对应能力，训练基于史料和知识

来进行历史解释的能力。甚至可以适当阅读课外历史读本，特别是一

些重要的历史著作，拓宽自己的思路和视野。

4．理解“唯物史观”这个核心理论。在深入学习了众多历史细

节知识之后，要有意识的去总结历史的规律，然后通过规律进一步加

深对历史的理解。特别是要梳理清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

关系——思想文化这个四维模型。此外，还要对唯物史观本身的相关

知识作一定的了解，包括其学术史和传播史，基于对唯物史观科学性

的充分认识来理解并运用。

5．培育“家国情怀”这个核心价值观。这是今年高考非常突出

的一个考查方向，也是学生们不太适应的一个考查方向，更对广大中

学历史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过学习历史，不仅要求我们记住一

些知识，能够回答问题，更要求我们在内心当中形成对历史的情感认

识，并最终转化为对民族和国家文化和历史使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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