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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一模历史考试整体评析 

 随着高三的复课，高考冲刺的脚步更近更紧，在五四青年节后，我们又迎来了海淀

区高三一模考试。作为高考综合改革实施的第一年，3+3 模式下试题内容与结构的变动

广受关注，较之前的适应性练习，一模考试又是一次重要的参考与试炼。相较 2019 年

海淀区一模，本次考试仍然突出考查考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试题

整体风格稳中有变、难度稳中有升。 

一、试卷总体数据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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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分 35 分 26 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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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 52 分 12 分 6 

 根据以上初步的数据统计来看，本次海淀区一模考试，在通史模块知识分布上，对

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稍有侧重；在能力模块上，仍然侧重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

以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本次海淀一模选择题中组合型选择占比高，15 道选择题

中有 7 道，给排除干扰选项增加了难度，这需要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能准确排除

干扰选项。  

二、试卷命题特点分析 

 1．对知识点的考查重视基础，强化中西联动。 

本次考试对家国一体观念、义利观、康熙、近代条约内容、英国古典经济学、现代主

义文学艺术等内容的考查都是对历史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尤其是第 7、8、10 题的

时间点考查都需要学生重视历史时间的记忆。选择题中 11 题 16-17 世纪中外历史发展

趋势的概括，主观题 17 题分析康有为对春秋公羊学有不同解释的原因；18 题清末媒体



北京新东方中小学全科教育出品 

 2 

为什么要关注“十八世纪”等都是考查中西知识的联动，需要学生能够在全球史观视野下

深刻挖掘历史事件的内外原因和历史发展趋势规律。 

 2．对历史核心素养持续关注。 

主观题 16 题史学编纂与史学原则考查史料实证，主观题 17、18 题考查的历史解释，

都体现了对历史核心素养的考查，近几年的考题不断增加对核心素养的考查，同学们

要引起足够重视，多加训练。 

 3．紧扣热点、关注民生。 

本次海淀一模第 2 题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把中医学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结合当下疫情，更突显了历史意义；在疫情后的复产复工下寻求经济复兴，对历

史各个阶段经济思想和改革的关注也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次海淀一模历史试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选择题还

是非选择题，都需要考生综合调动多方面知识和调动多层次能力的运用，绝不是简单

背背就可以得分。本套试卷立足学科思维和方法，知识考查灵活深邃。我们建议：在

下一阶段的学习中，考生要减少考前突击，做好平时知识积累，在二轮复习关键阶段

把基础知识的背记和应用落到实处。同时，考生和老师都要更多关注核心素养不同水

平层次的要求，重视收集以往各年级业已出现的考查核心素养的题目，分析其考查的

逻辑和答题的方法，重视对核心素养的了解、研究和运用。最后，祝愿各位考生通过

本次 2020 年海淀区一模考试，在实践的检验中充实和完善自我，用更扎实的知识与更

过硬的历史学科素养应对 2020 年新高考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