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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河北省中考道德与法治学科试题分析

徐立军

摘 要: 2023 年河北省道德与法治中考试题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为目标，

充分体现了基于五大学科核心素养的命题导向和立意: 注重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强化政治

认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提升道德修养; 紧扣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

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多角度融合素材和设问，助力学生培育健全人格; 围绕学科思维和关

键能力，引导学生增强责任意识。试题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较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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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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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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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在内涵上相互交融，在逻辑上

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2023 年河北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为目

标，较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注重试题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强化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政治建设的重要范畴，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备的思

想前提。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就是指具备热爱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情感，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志向，能够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培育不仅是一种心理归属，还是一种承认、认可的情感倾向，更是一种政治实践。

2023 年河北中考试题选材源于生活，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小视角与大背景相融合，真实立体，引导

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引导学

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我国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粮食生产实

现‘十九连丰’，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下水，首架 C919 大飞机正式交付”“‘雷锋

存折’续存活动”“宪法宣誓仪式，‘宪法晨诵’活动”“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国铁路，丈量大国前行步

伐”“‘民族团结誓词碑’，‘践行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主题教育”“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问卷”……试题

以大量鲜活、生动的生活素材展现了新时代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整体样貌，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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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试题也不回避国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养老诈骗犯罪案件”“天然气价格上调事

件”“小区微信群里的风波””我国黄河流域资源环境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等，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用联系

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思考生活，分析解决生活中的复杂问题。试题素材的整体设计和统编教材的思

维演进路径如出一辙，不说教、不回避矛盾和冲突，让学生在深入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做出价值选择和判

断，由“道理的传授”走向“道路的探寻”。通读试题，一个真实、可感、立体的中国跃然面前，一个发

展、奋进、担当的中国融入心间，激发起学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豪迈情感，坚定学生做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信念。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提升道德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少年

道德修养的培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学生道

德修养培育的各个方面，引导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2023 年河北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道

德要求融汇贯通，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第 2 题以“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以雷锋留下的存折为基础开展续

存活动，帮助困难群众募集善款”为背景材料设计问题，弘扬扶危济困、奉献社会的传统美德，题肢设

计“诚实守信、勤劳勇敢”干扰项，考查学生对于个人品德的认识和理解; 第 28 题材料四指出“黄河孕育

了河湟、关中、三晋、河洛、齐鲁等地域文化，塑造了同根同源‘大一统’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开拓

进取的民族品格，滋养了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先进文化”。试题以“黄河文化”为切入

点带领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汲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引导学生自觉保护、传承和

弘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试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取材，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学生经历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的过程，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有利于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形成健全的道德认知和道

德情感，发展良好的道德行为，把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紧扣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公民对法治认识、崇尚和遵循的思想理念与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宪法法律至上和依法治

国的理念、意识与精神。引导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形成法治信仰和维护公平正

义的意识，自觉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

者，是道德与法治学科教育的重要任务。
2023 年河北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贯彻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理念，

紧扣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第 4 题以某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某中学举

办“宪法晨诵”活动两个场景为素材，引导学生体会宪法权威，涵养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第 3 题结

合养老诈骗犯罪案件集中宣判材料考查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司法维护公平正义，启发学生树立法治意

识，养成守法用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第 5、6 题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市人

大常委会要求市政府有关部门就天然气价格上调事件给予书面答复”为背景材料，让学生切实感受全过

程人民民主，深刻理解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晰我国国家机关的职权，增强法治观念和制度自信。第

24 题背景材料源自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案件“微信群里的风波”，通过讲述在小区微信群里林某被李某侮

辱贬损后依法维权的事件，考查学生对人格尊严权( 或名誉权) 的理解，对法律的特征、违法需担责等法

律常识的运用，引导学生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培养法治思

维，提高依法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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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角度融合素材和设问，助力学生培育健全人格

健全人格即完美人格或理想人格，是个人最佳心理和行为的有机整合。健全人格者能以辩证的态度

对待世界、他人与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顺境和逆境，是一个自爱、自立、自信、自省、自强的幸

福追求者。健全人格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体现。培育健全人格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学会学习、学

会生活、学会合作，养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提高适应社会、应对挫折的能力。
2023 年河北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提高了综合性、开放性试题比例，多角度融合素材和设问，助力学

生培育健全人格。第 24 题，李某因情绪失控在小区微信群里发表不实言论，并使用侮辱性语言贬损林

某，导致争论升级，触犯法律。试题以案说法、以案说理，让学生认清情绪失控有可能带来的危害，理

解调控和管理情绪、学会有效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自尊自信方面的教育。第 10
题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为背景命题，以国家的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也要理

性平和、开放包容，真正理解“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

行得更远”，社会生活中要学会理性表达，换位思考，树立正确的合作与竞争观念，处理好与家庭、他

人、集体和社会的关系。第 2 题，部队官兵、企业员工、在校学生、退休老人、曾经的受捐助者……不

同领域的爱心人士参与“雷锋存折”续存活动，捐款从四面八方汇聚。这汇聚不仅是善款的汇聚，也是真

诚、友善、同理心的汇聚，更是陌生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互助精神的汇聚。

五、围绕学科思维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增强责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的青年要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责任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责任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状

态，即每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相应地承担和付出，并且将这种承担和付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

为。责任意识是一种精神状态，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行动。责任意识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

在要求。培育学生的责任意识，有助于他们提升对自己、家庭、集体、社会、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感，增

强担当精神和参与能力。
2023 年河北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依托学科主干知识，围绕学科思维品质和学科关键能力进行考查，

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强责任意识，实现由“解题”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转变。第 25 题以“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有青年参与的调查结果”为背景，以“我与国家”为主线，从

未来中国的畅想，到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最后落实到作为“强国一代”最不可或缺的素质，层层展开

设问。第( 2) 问，给出设问方向“阐明调查结果一、二之间的内在联系”，限定设问范围“从个人与国家

关系的角度”，回答此题学生需要经历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的思维发展过程; 第( 3) 问，你认为

哪一素质是“强国一代”最不可或缺的，并说明理由。试题融开放性和限定性为一体，考查学生的发散思

维和聚合思维，问题设计思维含量高，答案采取等级描述的方法，多方面评价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价

值取向。此题引导学生感受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引导学生以主人翁的身份和姿态来

承担国家发展的责任与使命，积极投入国家建设，把自己和祖国紧密相连，增强主人翁意识和担当

精神。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青少年要立志成为

有立场、有理想、有道德、有品格、有自尊、守规则、有自信、求进取、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公民，

这既是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根本任务，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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