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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7日 星期六6 初中学考·辅导

2024年初三道德与法治一模考试，是在“双减”政策与新课标背景下进行
的。考生要掌握课改要求，回归教材、夯实基础，关注时事热点，注重答题技巧。

明方向：把握课程定位与要求

考生备考一模不要陷入具体细节，首

先需要重温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定位与学习

要求。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主要包括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

健全人格、责任意识；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内

容方面开展道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生命健康

与安全教育、国情教育等主题教育；在课程

实施方面强调知识综合，多角度看问题，注

重学科实践，促进知行合一，强调教学评一

致性等。考生只有把握这些方向性的要

求，强化学科属性，答题才不会跑偏。

强基础：立足教材夯实基础

新课改背景下，考生学习道德与法治

课程，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思维品

质的提升。在一模复习与备考时，建议考

生回归统编教材，梳理教材观点，并将观点

直接或间接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支撑。基于

此，考生备考不能一味依赖市场上的教辅

读物及练习册，这类读物按照模块、主题分

类，难免会有知识点遗漏现象，建议考生踏

踏实实过一遍初中 6 本教材，通过概念图、

思维导图形式开展大概念统摄的大单元复

习，建构知识体系。

以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在集体成

长”单元为例。

考生要明确本单元在全册教材中的地

位。本单元的话题是“集体”，是前两个单

元的接续，将道德学习从自我认识与道德

交往，拓展到集体生活，也为第四单元聚焦

法治以及八年级展开社会公共生活的学习

奠定基础。

“在集体中成长”单元，学习主题是“集

体与个人成长”。其中，第六课“我和我们”，

引导学生感知集体，认识意义，感受集体的

温暖与力量；第七课“共奏和谐乐章”引导学

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接纳、理解与包容，正

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第八课

“美好集体有我在”引导学生增强担当意识，

共建美好集体，在集体中成长。

学生备考可在教师帮助和引领下温习

教材，建构知识体系。

备热点：关注时事及北京发展

时事是道德与法治试题必考选项。

2024 年应重点关注文化自信、全面依法治

国、美丽中国等时事热点，具体有：杭州亚

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首届碳中和

亚运会及首个全国生态日、神舟十七号发

射成功、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4 年

全国及北京市“两会”等。除了时政热点，

还要关注逢五、逢十的重大纪念日，如2023

年北京各区一模试题均指向纪念“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60周年的话题，学业水平考

试运用了“雷锋日记”素材；西城区一模试

题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命题。

2024 年还是建国 75 周年、第十个烈士纪念

日，类似纪念日也应引起重视。

道德与法治科目一直选取具有时代精神

和北京特色的话题和素材，引导学生感悟家乡

变化及国家发展。复习时，考生要对北京发展

变化了如指掌，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馆等。

讲方法：提高答题技巧与方法

道德与法治试题分选择题和主观题。

针对不同题型，考生要有针对性地应对。

对于选择题，考生可以采取排除法：排除观

点本身错误的选项；排除观点本身正确，但

与题干无关的选项；排除观点片面化或绝

对化的选项；排除与题干意思相近、变相重

复的选项；排除观点与教材内容或事实不

符的选项等。

主观题的分值与答题的等级水平有

关，见下表。

考生回答主观题时，应答要力求观点

明确，不能含糊其辞、莫衷一是，要恰当运

用知识，从多个角度阐述，并且有条理、层

次清晰，答题时可以标注序号逐条呈现。

针对有些同学担心答不完题的情况，

建议考生一模备考时刻意练习时间分配，

做题卡时间，考试时先易后难，提高答题

效率。单纯的题海战术事倍功半，考生可

以通过温习往届真题提高审题能力和答

题技巧。

历史试题重点考查考生对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史事和各种联系的掌
握，以及对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的认识。考生可参考如下
复习方法和备考建议。

掌握重要史事和各种联系 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无数史

事，即由无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

现象所组成的，它们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

的联系，主要有古今联系、因果联系、横向

联系、中外联系。

【2023北京5】以下是一位同学绘制

的某单元的知识结构示意图，其中①处

应为

A. 人口迁徙

B. 孝文帝改革

C. 大运河的开通

D. 经济重心的南移

此题以一幅知识结构图考查考生对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史事之间内在联系

的认识，相对较难。考生要清楚这一时

期政权演变、人口迁徙、区域经济发展、

民族交融等重要史事的概况，并能明晰

它们之间的横向、因果等逻辑联系，才能

选出正确选项A。

1.掌握重要史事的方法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都

是重要的史事，是复习备考的重点。同

学们可以把近几年北京初中学考历史

题或者平时学校重要的练习题按人物、

事件、现象分类整理，从中发现高频考

点，它们就是重要的史事。对于这些史

事，考生可以依托教材并按时序，从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外交

往等类别来梳理。例如，可以把张仲

景、华佗、李时珍这三位历史人物归在

文化/医学类，从人物、时代、领域、成就

这几个方面，用一个表格或思维导图等

形式来梳理，这有利于学生整体了解我

国古代的医学成就。

2.如何掌握史事之间的联系并认识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

考生将知识结构化，有利于掌握史

事之间的联系并认识历史规律和趋势。

例如，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是“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我们可将相关知

识如下结构化：

下述图示中，“汉武帝”“统一货币”

等属于具体史事，“政治”与“经济”等属

于不同领域的横向联系，表格所反映的

内容与“影响”之间属于因果联系，汉承

秦制反映了历史的纵向发展。通过结构

化知识，有利于考生理解秦汉王朝不仅

在疆域上实现了统一，还在管理上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巩固统一。通过

秦汉的开拓和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

立并得到了巩固，这是秦汉王朝的历史

贡献。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

明清时期的相关内容，也可以像上面这

样做结构化梳理。从中可见，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

流和必然趋势。

有理有据解释历史

历史试题重在考查考生在具体的时空

条件下，依靠可信史料，客观叙述和分析历

史，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具有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2022北京22-2-1】运用史实，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的贡

献。（2分）

这是北京 2022 年初中学考历史学

科的一道题，下面是两类典型作答：

考生1：平型关大捷击败了大量日

军，牵制了大量日本陆军。

考生2：中国共产党促进第二次国

共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团结

了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取得平型关大

捷，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中国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考生 1 能选取正确的史实，但其表

述未能说明该史实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关

系，论证不充分，只能得 1 分。考生 2 选

取了正确的史实，在表述时做到了史论

结合，论从史出，有理有据地说明了这些

史实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关系，点明“中国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价值观

正确，能得满分。

建议同学们在有限的备考时间里，

查漏补缺，精准练习，力争颗粒归仓。

掌握史事和联系 认识规律和趋势
北京市第四中学正高级教师 王小琼

历历 史史

把握课改要求 提升备考能力
北京教育学院思政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金 钊

道德与法治道德与法治

等级水平

水平4

水平3

水平2

水平1

等级描述

观点明确，知识运用恰当，能够从多个角度阐述，条理清晰

观点较明确，知识运用较恰当，能够从两个角度阐述，条理较清晰

观点不明确，知识运用不恰当，从一个角度阐述，条理性差

没有应答，或应答与试题无关

本报自上期推出一模复习指导文章，特邀一线正高级教师解读考生该如何备战一模，应
当掌握哪些答题技巧等内容，本期将继续推送剩余部分科目辅导文章，为考生一模考试助力。

冲刺一模冲刺一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