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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育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提纲 

核心素养的内涵 

习题编制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样例 

核心素养导向的高考命题改革 



基于哪个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OR  

           学科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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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人：文化基础——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自主发展——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社会参与——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1.人文底蕴：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 

2.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 

3.学会学习：乐学善学、勤于反思、信息意识 

4.健康生活：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 

5.责任担当：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 

6.实践创新：劳动意识、问题解决、技术应用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举例 

科学精神： 

    主要是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
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
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基本要
点。 



科学精神的三大要点 

理性思维 

    重点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学原
理和方法；尊重事实和证据，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
求知态度；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
事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学科课程层面落实 

——学科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从学生发展出发，不考虑学
科。所提指标是不分学科的。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如何落实？主要途径还是学科
课程的学习。因此每个学科都要研究本学科能为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做什么，这就是学科核心
素养的由来。 

学科核心素养：从学科本质出发，对照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框架体系的要求，明确本学科对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贡献。学科核心素养具有明显的学
科特点，但仍具一定的跨学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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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育人目标的细化表述，是所
有学科共同追求的育人价值。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在本学科的侧重点。 

习题试题编制要着重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同时要兼顾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其他要求。 



教材、教学、习题体现核心素养要求的 

基本思路 

 

创设真实的乃至复杂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这样的
情境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更加重视在真实情境下
的任务驱动 

情境创设策略： 

    课标、教材提供的情境 

    联系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当地） 

    联系科技新进展 

    联系历史（科技史、社会发展史） 

     



化学课标中的情境素材建议 

主题2  常见的无机物及其应用 

 

这些情境素材也
可以用在习题试
题编制中。 







物理课标中的例子也可作为创设情境的参考 



生物教材中的情境创设 



来自医疗实践的素材 



来自刑侦方面的素材 



来自科学研究的素材 



来自科学史的素材 



来自农业生产的素材 



基于核心素养的习题试题编制原则 

聚焦核心概念，突出主干知识 

体现方法运用，强化科学思维 

创设真实情境，提升关键能力 

密切联系实际，提升社会责任 

加大开放力度，助力批判创新 

区分层次梯度，促进多元发展 



概念题例说 

．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 ( ) 

A．海洋生态系统     B．森林生态系统 

C．河流生态系统    D．生物圈 

 

 

．从市场上买回的茄子，其果柄一端被几片带刺的像叶一样的结
构包裹着。这是茄子花的哪一部分存留下来的？ ( ) 

A．花萼 B．花冠 C．雌蕊 D．花药 

 



照本宣科的题目 

18.细胞分化的结果是形成了（  ） 

 

A.组织   B.器官   C.系统   D.个体 

 



思想导向好、思维导向不好的题目 

 

30．“西部大开发”中，保持草场生态平衡，使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是 ( ) 

A．保护植被，禁止放牧 

B．保护植被，实行适度放牧 

C．禁止狩猎，引入食草动物 

D．充分利用草原，扩大羊群数量 

 



考查概念的题目也要有情境 

某判断题原题：细胞的生长、分裂以及不同细胞
间的融合都离不开细胞膜的流动性    （    ） 

 

 

 

     用极细的玻璃针将细胞膜刺破，再将针拔出，细
胞膜上被针刺过的部位会留下一个空洞  （    ） 

      

修
改
为 



题目指向社会责任 

下表为某抗生素在医院的人均使用量，以及病人体内细菌
耐药率变化 。 

（1）这种细菌耐药率的变化与抗生素使用量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依据是什么？ 

（2）试从进化的角度解释耐药率升高的原因。 

（3）我国建立了抗菌药监测网和细胞耐药监测网，建立细
菌耐药预警机制。请分析这样做的必要性。 

（4）人类不断研发新的抗生素，细菌的耐药性也在不断提
高，二者之间仿佛展开一场竞赛。作为这场竞赛的参与者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核心素养导向的高考命题改革 

命题机构的研究项目 

考试大纲 

试题内容 

试题特点 

 



2018年考试大纲—— 

明确三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考： 

           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 

 

    考什么：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 

 

    怎么考：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翼” 







考核目标与要求：数学 

一、知识要求 

二、能力要求 

三、个性品质要求 

四、考查要求 



考核目标与要求：数学 

数学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 

     抽象概括能力、 

      推理论证能力、 

       运算求解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 

         应用意识 

          创新意识 



6.应用意识 

能综合应用所学数学知识、思想和方法解决问题
,包括解决相关学科、生产、生活中简单的数学
问题； 

能理解对问题陈述的材料,并对所提供的信息资
料进行归纳、整理和分类,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
学问题； 

能应用相关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进而加以验证,
并能用数学语言正确地表达和说明.应用的主要
过程是依据现实的生活背景,提炼相关的数量关
系,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构造数学模型,
并加以解决. 



7.创新意识： 

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综合与灵活地应用所学
的数学知识、思想方法,选择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分析信息,进行独立的思考、探索和研究,提出解
决问题的思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三、个性品质要求 （数学考纲） 
 

个性品质是指考生个体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数学视野,认识
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崇尚数学的
理性精神,形成审慎的思维习惯,体会数学
的美学意义.  



考查要求（对命题本身的要求） 

1.对数学基础知识的考查,既要全面又突出重点 

2.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要与数学知识相结合 

3.对数学能力的考查,强调“以能力立意”,检测考
生将知识迁移到不同情境中去的能力。强调综合
性、应用性。 

4.对应用意识的考查，要坚持“贴近生活,背景公
平,控制难度”的原则 

5.对创新意识的考查，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构
造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数学问题时,要注重问题
的多样化,体现思维的发散性。要有研究型、探
索型、开放型等类型的试题 

 



数学高考命题的总要求 

数学科的命题,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对
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注重对数学能力的考查,展
现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兼顾试题的
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重视试题间的层次性,
合理调控综合程度,坚持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
努力实现全面考查综合数学素养的要求. 



从考试内容看命题改革——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全国语文Ⅰ卷：作文“中国关键词”，引导考生
用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他们所认识的中国。 

北京卷作文：“共和国，我为你拍照” 



呈现中国成就，传递爱国情怀 

以化学为例：2017年试题，以中国古代科技发明
和我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命制试题：以我国
古代由砷矿提取三氧化砷技术为背景，考查元素
化合物分离的基本操作方法；以青蒿素中间体为
载体，考查有机反应和结构等基本知识。 



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2017年英语全国Ⅰ卷：模拟教外国朋友学习唐诗 

2017年英语全国Ⅱ卷：邀请外教老师参观中国剪 

                                         纸艺术展 

2017年数学全国Ⅱ卷：关于等比数列的考查由古
代数学名著《算法统宗》引入 

2017年数学全国Ⅰ卷：以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为原
型，考查几何概型及几何概率计算问题 

2017年数学浙江卷：以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创立
的割圆术为背景，设计计算圆内正六边形的面积
问题 



注重联系实际，创设真实情境 

以化学为例：2017年4套试卷中，有应用情境的
选择题为8/33，非选择题为17/22（77%）。情境
涉及：新材料制备，废物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技
术，有机新物质和新药物合成，无机化工生产及
新技术性能源等。 

 



从试题特点看命题改革—— 

综合性 

2017年理综全国1卷27题：呈现由钛铁矿生产锂离子

电池电极材料的工艺框图，提供必要数据，要求学生利用
元素化合物以及热力学、动力学等知识分析选择物质提取
和转化的最佳条件，考查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2017年理综全国1卷28题：近期发现，H2S是继NO、CO

之后的第三个生命体系气体信号分子，它具有参与调节神
经信号传递、舒张血管减轻高血压的功能……（假综合也
能体现一种趋向——学科间综合） 



开放性 

2016年文综地理：说明横县茉莉花产业的发展经
验对我国一些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启示？ 

      为以茉莉种植为基础的横县经济进一步发展
提出建议。 

2016年文综历史：“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
关知识，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
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地理：“诸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
城市，是否应限制外来人口？”答案是开放的。 



应用性 

从现实生活、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创设真实的问
题情境，是命题发展新趋向。 

，全国Ⅱ卷数学19题：以水产品 

养殖方法为背景，根据样本数据分析比较 

新、旧养殖方法生产效益 

物理试题：冰球运动员训练的情境 

     

    化学试题：废物综合利用、新药物 

合成以及新能源技术等情境。 

 



核心素养导向的高考命题新趋势 

试题内容：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能力（核心是思维能力） 

             （情境材料之后的提问更需要研究） 

 

试题特点：在坚持基础性的同时，加强—— 

            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 



小结 

 

 

核心素养如何落地——靠精选育人价值高的学习内
容，靠真实情境下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活动，靠一道
道精选的辨析概念、训练思维、提升观念的习题、
试题。 

 

教材、教学、评价在这方面还有巨大提升空间，需
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更需要付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