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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市朝阳区高三二模历史考试整体评析	

本次朝阳区二模历史试题，在一模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学生薄弱知识点，关注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热点问题。题目总体难度适中，有一定的

综合性，较好检验了学生二轮复习的成果，为高考最后阶段的备考提供了参考。	

	

一、试卷结构分析	

（一）通史模块分析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	 综合	

选择题	 16 分	 16 分	 12 分	 4 分（21）	

非选择题	 ——	 30 分	 14 分	 8 分（37.1）	

总计	 16 分	 46 分	 26 分	 12 分	

（二）专题模块分析	

	 政治史	 经济史	 思想史	 选修	 综合	

选择题	 12 分	 12 分	 12 分	 4 分	 8 分（12、18）	

非选择题	 20 分	 8 分	 ——	 ——	 24 分	

总计	 32 分	 20 分	 12 分	 4 分	 32 分	

（三）能力模块分析	

	 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	 描述和阐释事物	 论证和探讨问题	

分值	 44 分	 28 分	 22 分	 6 分	

本次朝阳区二模，从通史模块来看，知识点分布比较均衡。从专题模块来看，偏

重政治经济史，专题综合性较强。从能力模块来看，四大考查目标均有涉及，能力要

求比较全面，注重对新情境下的新材料进行解读，注重知识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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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卷特点分析	

（一）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沟通世界与中国。本次朝阳二模延续了东城一模和

石景山一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查。“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见于 2012 年中共十八

大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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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近现代史、新中国外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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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召开）、中美贸易摩擦等热点联系

密切，需要大家引起重视。	

试卷中第 40 题，首先要求回答中国与世界两次“接轨”时的世界大势，要求学生从

宏观上把握世界近现代史进程；紧接着题目要求回答“这两次接轨给你哪些启示”，则进

步要求学生将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思考，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

得出一些启示。这种启示如果能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即本国发展与各国发

展相协调，各国实现合作共赢，那就更好了。	

试卷另有一些题目，虽然没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下考查，但也体现了引导学

生关注“世界中的中国”这样一个话题。例如，37（1）题，看上去是一道比较传统的历

史比较题，但和过去高考的中西古史比较不同，这次的题目更加注重要求学生挖掘中

西方文明的历史价值。又例如 21 题，考查北京城与华盛顿的中轴线布局，引导学生在

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形成了文明交流互鉴，走向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	

（二）关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强化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史或者中国现代史成为高考的一个热门考点。（不仅历史，政治、语文皆

有可能出题）至于具体会考查什么知识，是很难预测的，唯有将这部分的内容全面复

习，尤其抓住新中国的各领域成就，才可以确保高考中没有知识漏缺。	

试卷第 41 题，要求学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姓的消费状况，涉及新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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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等知识点，引导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成就。50 年代初

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整体困难，人民生活水平较低。70 年代，人民的生活虽然

略有改善，但是受制于比较畸形的经济结构，市面上的轻工业品匮乏，有点钱也买不

到东西。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人民收入增加，市场日趋繁荣，开始出现购物

选择恐惧症。21 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购和移动支付流行，不需要钱（纸

币）也能够卖到东西了。可以说，这道题全景式地展示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而

这种命题模式很有可能成为高考考查新中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三、下一步复习建议	

根据以上对试卷特点的分析，我们建议下一阶段复习，要在总结二模问题的基础

上，开始转入查漏补缺阶段。在维持题目日常练习的基础上，着重关注过去较为忽略

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模块的知识点，关注选修模块的知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问题，亚洲文明对话，中美贸易争端等，关注重大历

史事件周年，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等。	

最后，如果还没有系统了解过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不了解新题型的命制逻辑，需

要抓紧时间请老师做专门讲解，以应对今年高考可能出现的新题型。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后一个月，教材是根本，笔记是纲目，知识框架

表是指南，题目的检测工具。四类资料的定位和主次一定要非常清楚，控制好复习的

节奏和章法，才能在最后一个月获得更高的效率。	

祝愿大家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