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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知识点分析与应战策略

高中文综 赵万东 徐秀晨

一、知彼知己：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

从题量和时间来看，时间紧、任务重。北京高考历史试题，做题时间只有 50 分钟。一般要用 10

分钟完成 12 道选择题，剩余 40 分钟完成至少 5 道材料题，平均每道 8 分钟，考试时间非常紧张。

另外，近两年高考（2017、2018）材料题的阅读量甚至题量都有所增加，这需要大家下定决心，排

除畏难情绪去刻意训练，才能从容应对。

图 1：北京高考历史各板块题目建议时长

从试题结构来看，重视对基础知识的综合考查。根据 2018 年的数据，通史知识维度，中国古代

史占 28%，中国近现代史占 36%，世界史占 36%；专题知识维度，必修一政治史占 28%，必修二

经济史占 20%，必修三思想文化史占 12%，选修占 4%，模块综合占 36%；能力维度，获取和解读

信息占 28%，调动和运用知识占 40%，描述和阐释事物占 20%，论证和探讨问题占 12%。大家要

根据试题结构，有所侧重地安排复习和训练。

图 2：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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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题的难度来看，稳中趋易，有所创新。近年来北京学生高考历史的平均分在不断提高。去年

的平均分为 69.75 分，创历史新高；海淀区平均分更是达到 74.99 分。这说明学生对北京卷的命题

越来越适应，但也需要看到近年来北京题的变化。字数和题量的变化固然值得重视，题型的不断创新

更需要引起注意。例如 2018 年要求回答“历史对你有什么用”，2016 年通过曹操墓考查史学素养等。

新题型可能成为颠覆最终成绩的“灰犀牛”。

图 3：2014-2018 年北京高考历史试题平均分数

接下来，本文将从考查目标与要求，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今年热门考点三个方面，来分析 2019

年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的考点，并给出复习冲刺策略。

二、答题策略：被人忽视的考查目标与要求

高考历史对所学知识的直接考查只占 40%的比重。仅仅背诵记忆知识，并不能取得较高的分数。

剩余 60%的分值，需要学生具备四项考查目标所要求的能力。

1．获取和解读信息。基础层次：获取试题提供的信息，理解试题要求以及考查意图，俗称“审

题意”。首先，要把题目和材料读全、用完。其次，要理解并遵照试题的要求答题。如设问出现“结

合所学”，答案一定要体现所学知识。最后，要学会从整体上判断命题人的设计意图，材料题要记得

看大题干。

进阶层次：提炼信息的有效内容和价值，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整合，俗称“读材料”。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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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先看设问再看材料，基于问题来提炼材料中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与整合。

所谓分析，就是梳理材料的逻辑关系和层次关系。所谓整合，就是要对材料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将具

体例证、数据、补充和重复内容等省略。

2．调动和运用知识。基础层次：将所学知识与试题形式和内容建立正确的联系，俗称“想得到”。

首先要重视材料的时间信息，用时空定位法框定知识范围。其次可以用多维展开法回忆知识，如笼统

问背景或影响，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展开思路，涉及具体领域则需要结合所学，从具体维度

展开，如经济领域的农业、工业、商业、城市、交通等。

进阶层次：准确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相关信息，认识和说明问题，俗称“用的对”。要把握两个

基本原则。其一，优先分析材料，知识只作辅助。先看材料，再调动知识。当材料内容和所学知识教

条不一致时，优先遵循材料。其二，答案的语序和逻辑要与问题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答背景/原因分

析题，以及答论述题组织论据时，该原则非常重要。

以上两项能力，是答所有题目都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接下来的两项能力主要涉及材料题的答

题。

3．描述和阐释事物。基础层次：正确表述事物的现象，准确描述和解释事物的特征，俗称“摆

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按问题要求，将基本史实叙述清楚。参考例题如 2017 年 37（2）：概括

18-19 世纪儿童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讲道理就是梳理现象之下的因果关系，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

参考例题如 2018 年 37（2）：概括 19 世纪欧洲历史学发展的特点，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些特点进行分

析。理解以上要求，可以应对 60%的材料题。

进阶层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的阐释，俗称“抓本质，做评判”。这一层次对

标的是解读题。答题的第一步，要准确提取材料中的现象，并逐一分析背景原因；第二步，要通过总

结和归纳，把握现象的共性和趋势，揭示其本质和规律，并作出一定的价值评判。解读题在北京卷已

出现 5 次，今年出题的概率仍大。

4．论证和探讨问题，对标论述题。一方面要求熟练运用基本的论证方法，如判断、归纳、演绎、

比较、概括等，另一方面要求在论证中观点明确、表述清晰、逻辑严谨。答题时，首先要提炼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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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观点，往往是对题目主题的具体化。观点无正误，但要明确，能说得通。其次是拆分论点，至少

安排两到三个论证角度。然后，每个角度要调动两到三个史实来支撑，做到史实和论点的逻辑保持一

致（如上文所述），史实能够证明论点。最后，总结拔高，阐发意义。这很接近语文议论文或英语作

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大家可以借鉴参考。

图 4：考查目标与要求（来源：2019 北京卷考试说明）

三、新题策略：你所不知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从 2016 年开始，伴随着新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制定，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即唯物史观、时空

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成为历史教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建诸其上的学业质量水平

要求也开始在高考历史命题中渗透。

例如，2018 年 37 题（2）对唯物史观素养的考查；2016 年 12 题、21 题和 2017 年 17 题对时

空观念素养的考查；2016 年 40 题、2018 年 37 题（1）对史料实证素养的考查；2017 年 14 题对

历史解释素养的考查；2018 年 40 题对家国情怀的考查。每一次核心素养新题型的出现，都是对既

往的命题模式和相应的答题套路的突破，让学生和老师措手不及。因此，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并通过真题和模拟的例题来摸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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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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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了

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包括：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推

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另一方面，要能够运用唯物史观

解决问题。

2018 年北京卷 37 题（2）考查了对唯物史观内容的了解和掌握（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今年

西城二模 37 题（2）第②小问：从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两方面，归纳 17 世纪以前西欧迈入近代社会

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则考查了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不过总的来说，唯物史观更多是渗透到其他题目中

当中来考查，单独出题的概率不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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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

年的高考中，曾经考过地图题、时序题，或者两者融合（2016 年 12 题、21 题和 2017 年 17 题），

这些都是对时空观念素养的简单考查，今年的东城二模 14 题也是如此。但真正意义上的时空观念素

养，要求把握史事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史事加以说明，而不是简单的位置判断和时序

排列。

今年的模拟题中，比较符合这一要求的题目是西城二模 21 题。此外，今年朝阳二模 17 题，东

城二模 41 题，都考查了对史事时空联系的把握，值得关注。

3．史料实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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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往的高考中，历史题也会经常利用史料来判断选项或分析问题，如 2018 年北京卷 37 题（1）对《史

记》和《春秋》的考查。但史料实证素养要求与此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对史料的辨析，包括了解史

料的多种类型，认识不同类型史料具有的不同价值，辨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高低，辨别史料作者的意

图等等。2016 年北京卷 40 题开始出现对史料辨析能力的考查，但尚不明显。

今年的模拟题中，真正符合史料实证要求的题目是东城二模 40 题。此外，西城二模 37 题（1）

考查学生的史料整理与论证能力，介于传统史料分析题和新型史料实证题之间。

4．历史解释是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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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相对比较契合历史解释的题型，主要有背景原因分析题、解读题、论述题等。新版的历史解释素

养增加了难度，如要求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和解释，分辨不同的历史解释，尝试从来源、性质和目

的等多方面说明原因并加以评析等。2017 年北京卷 14 题，通过柳宗元在不同历史时期获得不同评

价的材料，考查了学生辨析历史解释并分析原因的能力。但高考真题材料题中尚未见到典型的历史解

释题。

今年的模拟题中，比较符合历史解释要求的题目有海淀二模 37 题（3），涉及了对前人观点的评

价，实际上这类题型在过去的模拟题中有不少，如 2018 年西城二模 37 题（2），大家可以参考。

5．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情感，以及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家国情怀的考查是所有对核心素养考查的题目中

出现概率最大的。因为这更多是一种思想态度，而不是具体的历史方法，因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

出来。

2018 年北京卷 37 题（3）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基于中国近现代史考查家国情怀的题目。类似的题

目还有

需要注意的是，家国情怀不仅限于对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情感，还包括对世界历史发展进步历程

的认识，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对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正确认识。因此，今年朝阳二模 41 题考查了中

国两次与世界接轨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

总的来说，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了解并掌握的内容。一旦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出

现，很有可能产生全新的题型。大家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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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汇总表

四、猜题策略：从模拟题看今年热门考点

虽然高考命题人曾否认真题的命题会参考借鉴北京各区的模拟试题，但从以往的高考中，我们仍

然能够看到模拟题与高考题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例如 2018 年西城二模 37 题以“新材料·新视野·新

方法”为主题，侧重对历史学素养的考查，而当年高考则以“史学：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为主题。另

外，高考真题并不回避社会和历史热点问题，如去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明治维新 150 周年，马克

思主义诞生 170 周年，这些都反映到了高考命题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梳理今年的社会热点问

题以及周年大事来猜测高考可能的命题素材。

图 6：2019 年海西朝东四区高三模拟材料题主题

通过以上对今年四区高三模拟材料题主题的统计，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以下热门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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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经贸摩擦。该主题下涉及多个考点，包括中美关系发展史、近代西方贸易政策的演变、

大国竞争的历史经验、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策略、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产业升级与世界市场

的关系等。

2．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倡议最早见于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5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面向世界提出了“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了相互

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与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世界近现代

国际格局的演变、改革开放等知识点高度相关，与“一带一路”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美贸易

摩擦等热点联系密切，需要大家引起重视。

3．北京史。在北京卷的高考命题中，北京史必然会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其可能的考查方向包

括北京城市的发展，可能与地理政治综合考查；北京的文化遗产，如故宫、长城、中轴线等；北京发

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火烧圆明园，五四运动，开国大典等。

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中国

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两件事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因此，要高度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

就与历史经验，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历史经验，以及贯穿新民革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问题。

至此，本文全面介绍了北京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高考考查目标与要求、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以及

今年的热门考点。希望能给广大考生带来帮助。

了解更多关于学习咨询，请关注“北京新东方学校”网站，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