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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时代，道德与法治教学和试题命制应从知识立意、能力意转变为素养立意。因此，研究新

课标指引下的道德与法治素养立意命题，对于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巩固“双减”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

看，命题的素养立意要通过育人功能、开放任务、多元素材及学科大概念等呈现出来。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素养立意；功能；任务；素材；大概念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新课标”）增加了“学业质量标准”和“考试

命题建议”，要求“学业水平考试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

形成与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核心素养命题导向与立

意”。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道德与法治试题命制，要关

注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

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的发展，体现考试促进学生

发展的功能。２０２２年重庆市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在

秉承以往特色的基础上，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依标命题，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考试育人

功能，为落实素养立意的命题做出了有益探索。

一、坚持正确价值引领，强化命题育人功能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道

德与法治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旨在提升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等，

增强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培养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因此，道德与法治

命题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的发展，体现考试促

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试题命制应攻坚克难，积极探索

标准化考试应有的功能，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所遇

问题的情感、态度与立场，强化命题的育人作用，促进

知识与能力向素养的升华。

例１．［２０２２·重庆 Ａ卷·４］回望百年，青春向

党。每一次前行的足迹中，都包含着奋斗的艰辛。对

下列漫画解读正确的是 （　　）

Ａ．图一中的青年爱岗敬业，既行使了权利又履

行了义务

Ｂ．图二中的青年给校长提建议，行使了公民的监

督权

Ｃ．图三中的青年保家卫国，行使了依法服兵役的

权利

Ｄ．图四中的青年捐赠抗疫物资，行使了物质帮

助权

【解读】本题通过４幅漫画描绘了新时代中国青
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他们热爱劳动、爱岗敬业；他

们关注学校管理、有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他们心系

祖国和人民、坚定捍卫国家安全；他们关爱他人、乐于

服务和奉献社会。本题通过这些青年积极正面的行

为，让学生在答题过程中陶冶情感、塑造价值，培育政

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道德与法治试题的思想

引领作用。

二、推进真实情境命题，探索多元开放任务

新课标在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原则中要求探索

素养导向的命题方式，试题设计要在情境创设、任务

设置等方面有所突破。新课标指向新时代对于学生

培养的新要求和质量评估的新标准，与核心素养的测

评相关联，而情境是培育核心素养的“孵化器”。从思

维发展角度来看，素养是思维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

象、再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产物，是在具体的、有

细节的，甚至是不确定、开放的情境中培养出来的。

缺乏情境细节的问题，往往只能使学生的思维停留在

理性抽象阶段，在这样的题目中，学生就会用抽象的

知识来回答固定套路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做得越多，

回答问题只会越机械。相反，只有在真实、有细节的

情境中，学生才能展开深度学习。因此，试题命制要

从关注系统知识的考查转向关注真实情境下任务解

决的考查，真正发挥试题立德树人的功能、教育选拔

的功能和引导教学的功能，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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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体现育人内容与育人方式的丰富性。

例２．［２０２２·重庆Ｂ卷·１１］“双减”，即有效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面对“双减”，需要我们改变学习方式，优化生活状态，

打开既定格局，争做人生“加法”。如何做好“双减”

“加法”？以下是老师给同学们的部分建议，请你阅读

并回答问题。

参考以上内容，请你从亲情和责任两个角度，各

补充一条建议并说明理由。

【解读】本题以“双减”为背景，是学生正在经历的

教育改革，以此构建真实的生活情境，增强学科知识

与学生生活、社会实际之间的联系。在任务设计中，

本题引导学生思考“双减”后的学习和生活应该有哪

些改变，注重考查学生灵活分析具体情境和解决真实

问题的能力。本题不光要运用学科知识，还需结合生

活经验作答，具有开放性，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全人格，

增强学生责任意识。从形式上看，本题以漫画的形式

呈现，情境信息具有多元化特征。

三、增加综合性试题比重，丰富命题素材呈现

核心素养是学生能够灵活整合学科观念、思维方

式、探究模式和知识体系，应对和解决各种复杂的、不

确定的现实生活情境的综合性品质。核心素养并不

见之于孤立的、碎片式的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习得，而

是见之于能否综合地、系统地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应

对真实的生活问题。核心素养综合性的特点要求素

养立意的试题命制不能局限于单一知识，而是要对学

科体系进行宏观把握，增加学科内综合甚至跨学科综

合的测试方式，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关注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价值观创造性地解决复杂、

不确定性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教

育目标。

例３．［２０２２·重庆Ａ卷·１４］为在２０３０年前实

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破立并举、

稳扎稳打，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过程中逐步有序减

少传统能源。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我们在行动！某

学习小组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请你

结合下列调查内容，运用所学国情国策知识，完善调

查报告。

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目的（略）

二、调查方法（略）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请你完善此部分内容）

（一）发展优势（４分）

（请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二）发展建议（６分）

（请指出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

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针对性建

议）

　　【解读】本题以新能源汽车发展调查报告为依托，
综合考查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以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知识。这些知

识在本题中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融于一个结构化情境

中，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从整体上把握学科

内容主题的结构性和关联性，多角度、全方位考虑问

题。通过这样的命题方式，实现对学科知识和关键能

力的考查，体现新课标要求，促进综合性学习的落实。

四、重视学科大概念考查，促进大概念理念落实

学科大概念是指向具体学科知识背后的更为本

质、核心的概念或思想，为大单元教学设计、促进深度

学习提供了依托，也为新时代学业水平考试命题改革

指明逻辑方向和实践路径。近年来，以高考评价体系

为引领的高考思想政治试题呈现出题量减少、阅读量

加大、情境更加开放、思维含量明显提升的趋势。这样

的趋势也带动着中考道德与法治命题逐步增加试题体

量和内涵，减少设问碎片化，创见性地设置如描述特

征、论证、辨析、评价、制定方案等不同思维层级的学科

任务，关注学生知识、能力的融通和内化状况，考查学

生对思想、原理、方法的掌握水平，关注学生思想、原

理、方法的积淀状况，考查学生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例４．［２０２２·重庆Ａ卷·１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机

和强大生命力。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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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堂，藏语意为赞普（藏王）的属地，已在雅鲁藏

布江中段坐落千年。近年来，赞堂社区不断发挥基层

民主优势，升级社区治理，破解发展难题，让群众的日

子越过越有滋味。

说起现在的新生活，社区居民纷纷赞叹：“还是大

家眼睛亮，会选人。”有事大家商量着办，社区里已形

成办事听取各方意见、再由党总支提议、党总支和居

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居民全体大会决议的机制。

事后还要公开项目执行情况和实施结果，让群众明明

白白，踏踏实实。经居民大会决议，赞堂社区于２０２１

年７月颁布了一份长达２９页的新自治公约，里面的

加分项和减分项十分明确，自治公约不仅充分调动了

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而且使大家的消防意识、环

保意识和文明水平都提高了。如今，赞堂社区居民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社区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请结合材料，运用所学民主与政治制度知识，分

析赞堂社区是如何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的。

【解读】本题采用连续性文本的形式，以赞堂社区
发挥基层民主优势、升级社区治理的实践为问题情

境，设置了“论证”类学科任务。以“人民民主是社会

主义的生命”开篇，引导语开门见山，清晰地指向“人

民当家作主”这一学科大概念。问题情境总体上为总

分结构，展现了赞堂社区的议事机制、监督程序和自

治公约内容。学生在作答时需要把握问题情境中内

嵌的“人民当家作主使赞堂社区群众日子越过越有滋

味”这一逻辑思路，凭借对学科大概念的理解，透过现

象看本质，有机整合散落在问题情境中的知识点，在

完成学科任务的过程中，展现核心素养的达成情况。

考试命题作为教育领域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课

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关系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落

实。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对新形势下如何科学命

制试题有更加专业的认识，要对教育和教学改革方向

有宏观的、准确的把握，使教学理念及行为不断向全

面育人的目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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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义务教育道德

与法治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学业质量标准”和“评价建议”四柱擎天，为法治观念

的教学评提供了明确依据。许多地方的中考试题都

体现了对法治观念的考查，但限于实际情况，不同地

方的考查方式和考查角度不尽相同。对这些试题进

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教学、考试与复习提供借鉴和

启示。

关键词：法治观念；比较研究；中考；评价

　　法治观念作为道德与法治课程核心素养之一，是

教学、考试的重要内容。法治观念可测量吗？如何测

量？这是广大一线教师和学生关心、观望的焦点问

题，也是新课程和新课标理念能否落地落实的关键

问题。

一、法治观念测量初印象

评价学生法治观念的方法有多种，观察、访谈、作

业、纸笔测试等方法各有侧重，纸笔测试在诊断学情

教情、评价教学质量、引导教学方向等方面具有独特

功能。中考试题是知识、能力和思想方法的载体，具

有典型性、示范性和权威性，能较好地回答“法治观念

可否测量、如何测量”之问。２０２２年道德与法治中

考，杭州、宁波、济南等地不约而同地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素材，从不同角度对法治观

念开展测量考核。

例１．［２０２２·重庆中考 Ａ卷·１２］数字经济时

代，更需规范自由，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依法建设数字

社会、智慧城市。请阅读下列材料，运用相关法律知

识回答问题。

［凡人微光］郭某购买动物世界年卡后按要求留

存个人信息并录入指纹和拍照。一段时间后，动物世

界将年卡入园方式由指纹识别调整为人脸识别，并通

知郭某进行人脸激活。郭某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

敏感个人隐私，不同意使用并要求园方退卡，协商无

果后将园方告上法庭。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后作出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