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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严格依标命题，坚持核心素养导向，具有创新时政考查方式、注重
跨学科整合、突出主观题教学导向功能、创设现实生活情境、推进项目式学习及彰显新课标理念六大特征。改进初中
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要推动整体性学习，着眼提升学生素养，加强课程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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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核心素养 发挥开卷优势
着力培育时代“三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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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山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中
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严格依标命题，坚持核心素养
导向，坚持正面立意，新课标理念体现突出，山西考改
理论命题实践进一步深化，改革意愿突出，贯彻落实
稳妥。
一、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体

现出六大特征
（一）积极回应重大时代主题，大胆创新时政考查

方式
2023年我国在各方面均取得辉煌成就，这些成就

无疑是今年命题的重要源泉。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
德与法治命题将这些时政资源优势转化为命题资源
优势，作为试题命制的具体着力点，并体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采用多种考查方式，包括直接或间接、显性
或隐性；二是立德树人始终是一条贯彻全卷的主线；

三是在去年命题实践的基础上追求“两结合”，即与现
实结合和与教材结合；四是是首次大胆采用“跨学科整
合”考查时政，并成为今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学科
的风向标试题。
例 1 第 1题

【命题思路】该试题考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GDP
指标等内容，以往此类试题基本为考查记忆，极易造成
死记硬背、考完即忘的普遍现象。该试题不再考查记
忆，而是让考生根据提供的去年 GDP和今年预期增速
等数据，估算 2023年的 GDP总量。
【试题特点】一道枯燥的时政题因此变得生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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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变为考能力，考生可能反倒觉得这些数据有用且
有趣。该试题与数学进行跨学科整合，目的就是引发学
生兴趣，关注国家发展相关核心数据背后的深意，以小
见大，触类旁通，政治认同得到强化。
（二）深化山西考改理论命题实践，跨学科整合成

为其中王牌主力
山西“一核·六维·四手段”考改理论历经多年探

索，成效显著，山西省中考试题命制水平也在全国处于
领跑地位。该理论如何与时俱进，也是大家深入思考的
问题。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命制的最大
创新之处就在于，在山西考改理论与新课标理念之间
锁定了一个结合点，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最有力的抓手，
这个抓手就是“跨学科整合”，因为它不仅是山西考改
理论中的活跃元素，而且当仁不让也是彰显核心素养
的强势主力。因此，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
题命制紧紧依托这个抓手，以点带面，激活全局，相关
试题多达 4道（与项目式学习有交叉），包括第 1题、第
8题和第 16题的（2）问和（3）问，合计 13分。值得注意
的是，2021年是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近年来跨
学科整合题目分值最多的一年，但今年相关数据则是
2021年的两倍左右，这就确保了山西省道德与法治中
考试题的总体品位。
例 2 第 8题

【命题思路】该试题将山西省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
特别是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等内容，借助四条文化研
学线路真实任务情境的创设，达到一“题”尽览三晋文
化的目的。
【试题特点】此“境”此时，考生脑海中浮现出四条

线路所展示的丰富文化画面，是需要地理、历史等学科
知识支撑的，充分彰显了该试题的跨学科整合特征。这
成为该试题的最大特点，也是新课标所倡导的今后的
考改方向。

（三）适应目前“大题大分化”考改诉求，积极放大
主观题教学导向功能
新课标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整体性学习。无论大单

元教学、跨学科主题化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还是大任
务承载大观念等课改理念，实质都是在“整体性”上做
文章，所谓“学会完整做一件事情”。反映到 2023年的
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命制实践中，主要有三点
值得关注：
一是减少带有应试倾向的客观题，尽可能留出空

间给主观题，就是后者的分值多达 55分，而且确实做
到大题大分化，有意扭转为减少阅卷弹性曾一度出现
“小题小分化”的现象，主观题的碎片化和客观化倾向
也因此迅速得到遏制；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
试题主观题共 14问，其中 80%均为 4分以上的考题，
这就为不同层次学生展现自己的能力留出了应有空
间。二是开始有意识突出“考生答案才是主观题核心”
的理念，尤其情境化考题，考生的答案也要适度带有相
应的“情境”。三是继续探索质性等级赋分的评价改革
实践，4分以上的大题均如此。
例 3 第 12题

【命题思路】该试题将央视有关太钢的热点报道作
为考查企业创新的载体，并聚焦在国情范畴之中，要求
考生以“感悟”的形式呈现自己的“指向性”看法，这样
学生即不能机械照搬教材的知识点，必须是自己理解
的语言，才能符合感悟的要求。
【试题特点】该试题的特点为：一是大题大分化。首

次出现一道简答题 6分的情况，并强调考生答案形成
篇章，反对机械罗列教材知识点；同时，倡导阅卷采意
得分，力避单纯采点得分。二是差别化评价。该试题采
用 SOLO等级描述赋分的办法，以便更加科学地甄别
不同层面考生的能力，发挥质性评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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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无情境不成题”的原则，情境创设更加
贴近现实生活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总共 16道，
除第 1题外，全部属于情境考题，其中主要有三点值得
肯定：一是常常寥寥数语，一个情境就跃然纸上，达到
了“以最小的命题成本获得最大的考查效果”。二是继
续坚持用图片参与情境创设，并与文字彼此呼应；同
时，试题的情境全部为真实任务。三是将某些参考答案
及考生的答题环节纳入情境创设的视野，某种程度上
讲，这应该视作情境创设的最高境界。因为一道主观题
如果题面“情境”了，设问“情境”了，考生答案与此照
应，应该也是特定“情境”的，包括特定角色的语气等。
这样，考生的实践能力及素养才会真正受到尊重，而不
是被“语言表达严谨规范”的单一标准所局限。
例 4 第 9题

【命题思路】该试题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对于初
中生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遥远的，现在采用学生熟
悉的板报形式，而且图文并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试题特点】该试题最大特点就是真实任务情境

的创设，通过为相关主题板报配图的任务情境创设，
将学生带入某种轻松的“政治化”语境。特别是其中的
ABCD，既是选项，自身又在参与创设情境，让人耳目
一新。
（五）项目式学习再上命题实践新台阶，核心素养

又树山西考改新刻度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第 16题，一

道题就 18分，占总分约四分之一。该试题不仅将“大题
大分化”所支撑的“大任务承载大观念”理念体现得淋
漓尽致，而且“做中考”等新课标要求也得到充分展现。
那么，什么载体能担此重任？无疑非项目式学习莫属。

例 5 第 16题

【命题思路】动态项目式学习如何在静态纸笔考试
中有效呈现，应该说是一道全国级的难题。山西省中考
道德与法治试题在 2022年成功探索命制相关试题的
基础上，2023年继续在第 16题又有新突破。具体来
讲，一是“大任务体现大概念”得到充分展现。这里的
“大任务”就是校园节能新举措，“大概念”就是建立“绿

张增建等：立足核心素养 发挥开卷优势 着力培育时代“三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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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循环、低碳”的友好型生态校园。二是表现形式有所
突破。如小夏开始还是“很少与同学交流”，到后边则主
动拿出一个示意图，可见他在集体活动中发生的可喜
变化。同时，生物、物理、地理等学科知识也有机整合。
此外，第（2）问让命题难度偏高的“大任务承载大概念”
轻松落地，成为今年命题的出彩之处。
【试题特点】该试题的特点为：一是实践创新。第

（2）问和第（3）问都需要学生在调查基础之上进行大胆
想象，学生丰富多彩的答案无疑是这个亮点最耀眼的
地方。二是成果呈现。项目式学习看重学生最后产生的
成果。第（4）问巧妙抓住“汇报的 PPT该写什么”这个
关键点，能力要求跃然纸上。
（六）从“考知识”到“考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新

课标理念彰显在社会实践
新课标的推出，成为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

治试题再出发的又一个加油站。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
方面：其一，新课标最突出的本质就是“整体性学习”，
目的是让考生在“学会完整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探
究并运用知识去解决某个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实际问
题，从而考查学生的多种综合实践能力及素养。2023
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基本都在朝这个方向努
力。其二，新课标相关“学业质量描述”的九条标准全部
被覆盖，或者说在整套试题中发挥统领作用。其三，注
重“知行合一”，突出“做中考”的命题实践。其四，开始
有意识关注“人”的发展。这方面一是关注考生的考场
体验，让他们意识到平时的努力和汗水都会得到应有回
报；二是关注学生幸福指数，例如，第 16题呈现小夏性
格变化发展过程，看似闲来之笔，实则令人回味。其五，
由“考知识”向“考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变。
例 6 第 11题

【命题思路】该试题为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

法治试题一道风向标考题：纵观山西省长达十余年的
考改历程，填空题由最初给一个材料然后填写教材基
本概念的传统应试，到近年变材料为情境，再到今年
“考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要力求达到“质”的突破。

【试题特点】该试题要求用基本概念及原理为小晋
或小阳“排解烦恼”，是“用教材考”。这就是由“考知识”
向“考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型。这就是该题
风向标意义之所在。
二、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建议
（一）转变理念是关键，拉车首先看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整体性学习。部分学生厌学的主要

原因除了功利化应试的强力扭曲，更重要的应该就是
分科教学所带来的割裂及局限。所以毫无疑问，整体性
学习所谓“综合融通”是今后“教—学—评”一体化的核
心所在，包括中考复习，整个课堂教学都需要重新“洗
牌”。当然，这里的“综合”与传统的“分科”应相辅相成，
可中心应在前者。
（二）输入知识已落后，输出能力需落地
2023年山西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确实做到了

全部都是能力题，尤其考时政的题都能迈过这个“坎”，
就很能说明问题。的确，在深度智能时代，人胜于智能
的就是具有应对“不确定”的实用能力，包括创新能力
等，否则就是批量培养会移动的“两脚书橱”而已。授之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能提供“授之以渔”的理想养鱼
池，非真实任务情境的“做中学”莫属。
（三）联系现实加实践，有心观察皆“资源”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是一门综合实践课程，如果

屏蔽现实生活，缺乏应有的社会实践，就容易变为“半
拉子”工程，特别是法律、宪法、国情等。因此，不论教学
还是评价，都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以联系现实生活为
中心，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所谓“一节教学层面的模
拟法庭，胜过十节乃至百节空泛理论课或刷题课”。这
就要求教师学会观察生活，因为这样的课堂需要大量
鲜活的“第一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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