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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杨向东

基于核心素养的考试命题 两 个

依 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

1. 以核心素养为纲，明确育人方向，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2. 研制学业质量标准，明确质量要求，阐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阶段及其具体特征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2019年）

1.由单纯的考试评价向立德树人重要载体和素质教育关键环节的

转变

2.由传统的“知识、能力立意”向“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评价

的转变

01 核心素养与学业质量标准

什么是核心素养

——OECD (2005)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素养不只是知识与技能。它是在特定情
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包括技能

和态度），以满足复杂需要的能力。”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林崇德，2013） 学科核心素养

个体在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生活情境时，

综合运用特定学习方式下所孕育出来的——

结构化的（跨）学科知识和技能，
（跨）学科观念、思维模式和探究技能，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分析情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交流结果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品质。

三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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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的学业质量标准

凝练核心素养
划分素养水平

重构学科
课程内容

结合课程内容，
确定学业质量水平

模块
学业要求

汇总的
学业质量水平

凝练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本质观 学科育人价值

内涵 主要表现

学科本质观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
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
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
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
等特点……不仅在于
解释过去，更重要在
于服务现在、预测未
来。

本课程旨在强化人类与
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提
升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区
域认知能力和地理实践能
力；具备家国情怀和世界
眼光，能够经常关注地方、
国家和全球的地理问题及
可持续发展问题。

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

内涵

综合思维指人们全
面、系统、动态地认
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
思维品质和能力。该
素养有助于人们从整
体性的角度，分析和
认识地理环境，以及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1.能够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的产生是多
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
有一定规律可循；理解自然地理环境具有
整体性，一个要素或局部发生变化，会使
其他要素或整体发生变化。

2.能够分析自然和人文要素对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的影响，并对地域系统的地理特
征和人地关系问题做出简要的地方性解释。

3.能够综合时空，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
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条件下不断形成、
发展和演化的。

确定素养水平的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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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下的课程内容重构

• 以（跨）学科大观念统整和重构内容，关注学科

知识技能的结构化

• 凸显学科实践，强调学科思维方式和探究模式的

渗透

限于知识层面的学科内容结构化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新教学资源系列（ 2018 ）

学科大观念下知识、技能和方法结构化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新教学资源系列（ 2018 ）

什么是大观念（big idea）

•不是具体的知识点，是一个领域核心的，带有组织性
的观念或视角（Schifter & Fosnot, 1993）

–比如：宏微结合、变化观念、模型认知

• 大观念提供了组织一定范围内领域相关知识、技能和
方法的纽带(Simon, 2006)

–比如：物质的特征是由其微观结构的性质决定的。

科学的学科大观念

• 模式（pattern）

• 结构与功能（structure & function)

• 稳定与变化（stability & change)

• 量纲与测量（scale & measurement）

• 物质与能量（matter & energy）

• 系统（systems）

科学的学科实践（scientif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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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养为纲，整合课程内容，确定学业质量标准
的水平

具体内容模块的学业要求

• 明确育人方向和质量要求，阐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
展阶段及其具体特征

•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素养水平，选择课程资源，设计
教学方法和策略，转变学科育人模式

• 为各级各类考试和评价提供上位的价值方向、理论
框架和水平依据

学业质量标准的价值

02 素养导向的高考评价体系

新高考评价体系（2019）

强调现实问题

解决能力的测

评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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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素养导向的考试评价改革

知识取向 素养导向

测试指向

任务特征

证据类型

结果与使用

对他人知识的

再现和理解
现实问题解决能力

分析式的、
抽象的、封闭性

整合的、
情境化、开放性

关注标准答案

强调正确与错误

关注表现特征

强调发展水平

常模参照解释

关注分数变化

标准参照解释

关注学习进阶

测试模式 的主要转 变

测试理念

✓ 源于现实世界、贴近学生经验的真实情境

➢ 社会生产或生活实践（家庭、社区、学校、社会、全球）

✓ 创设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或问题

➢ 任务或问题具有超越评价的现实价值

✓ 解决问题所需的学科内容

➢ 学科知识、技能

➢ 学科观念（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 学科实践（思维方法、探究模式）

素养导向测评的关键要素 重新思考考试命题的评价框架

知识点1 知识点2 知识点3 知识点4 知识点5

识记

理解

应用

情境

现象、事件、场景

学科

内容、思想方法、实践

任务（问题）

核心素养

解题过程

任务类型

素养评估框架 如何寻找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真实情境？

失事之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的航班370（简称马航370）与雷达
的最后一次接触点出现在如图所示
的吉隆坡西北附近。两个小时之后，
飞机最后一次与卫星传送信号的地
点出现在图中所示的斜线末端区域。
之后飞机就消失了。三个星期之后，
马航370飞机的残骸在留尼汪岛附
近海域被发现。专家当时建议按照
图中所示的灰色阴影区域对飞机进
行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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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命题方式，确定恰当的任务呈现方式

学术化

专业语言

突出结构

注重条件
严谨和充分

强调作答限定与规范

生活化

通俗语言

隐含结构

注重开放性

强调建模能力和思维深度

选择适度的支撑性资料或数据

选择适度的支撑性资料或数据：理论框架的重要性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关键特征 变式  

1.学习者研究

科学问题 

学习者自己提

出问题 

学习者从问题

中选择， 提

出新问题 

学习者对教

师、教材或其

他来源提供的

问题进行提炼

或澄清 

学习者研究教

师、教材或其

他来源所提供

的问题 

2.学习者回答

问题时突出证

据 

学习者（自

己）决定什么

是证据，并进

行收集 

学习者在指导

下收集某些数

据 

学习者利用提

供的数据进行

分析 

学习者利用提

供的数据和分

析方法进行分

析 

3.学习者根据

证据形成解释 

学习者通过总

结证据形成解

释 

学习者在指导

下根据证据形

成解释 

学习者按照所

给方法使用证

据和形成解释 

给学习者提供

证据 

4.学习者联接

解释和科学知

识 

学习者独立检

验其他资源，

形成与解释的

联接 

学习者被引导

到某些科学知

识领域或来源 

向学习者提供

可能的联接 
 

5.学习者交流

和论证解释 

学习者通过合

理的、逻辑性

的论证来交流

解释 

学习者在阐述

解释的过程中

得到指导 

向学习者提供

改进交流的指

导纲要 

向学习者提供

交流的具体步

骤和程序 

大 ——————————－问题空间——－－－－－－－－— 小 

 

学会合理设问，明确问题的指向与空间

问题1：流经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海域的洋流为

A.自南向北流的暖流 B.自南向北流的寒流

C.自北向南流的暖流 D.自北向南流的寒流

问题2：描述该洋流对澳大利亚西部沿海地区气

候的影响。

问题3：在留尼旺岛发现MH370航班飞机碎片

后，搜寻专家认为当初确定的搜寻区域是正

确的。请绘制该海域大洋环流示意图，以论

证搜寻专家的观点。

问题4：由此案例的启示，人类在海洋上的各类

活动应当如何处理废弃物？请简述原因。

你觉得当时专家的建
议是否合理？请解释
并论证为什么？

 以学业质量标准水平为参照，结合具体任务和课程内容，制

定等级化的、描述性的评分标准

 真实反映不同水平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展示处理的各种

结果、表现以及背后的思维特征和探究方式

研制等级评分标准 案例

C4 H8O2

丁酸

C4 H8O2

乙酸乙酯

两种溶液的化学分子式相同。

丁酸气味难闻且有腐臭味，而
乙酸乙酯气味香甜。解释这两
种溶液为什么闻起来气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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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订等级性评分标准 （自上而下的模式）

SOLO系统
化学物质的理解水平

37

如何制订等级性评分标准（续）

化学物质的理解水平

学会利用评价标准分析学生反应样例

“它们的气味闻起来不同，虽然它们
具有同样的分子式，由于不同的结构，
它们具有不同的结构式。”

作答样例

评分示例

该回答恰当地运用了“具有同样
化学式的分子可能具有不同的原子排
列”原理。这是水平2的典型特征，但
回答缺少对结构与化学性质之间关系
的分析，也即水平3的特征。因此，该
学生属于水平2。

• 蒙古高原气候干旱少雨，属于温带草原区，很少有大树。内蒙古乌
兰哈达地区察右后旗二榆树沟地区生长着一颗树龄近千年的榆树。
这棵古树的树干高达16米，直径1.58米、周长4.78米、树冠28

米，覆盖面积580平方米，非常罕见

• 寻找解释这株古榆树生长在此地，并年久不衰的原因

草原
神树

苏小兵
杨向东，
2019

如何制订等级性评分标准 （自下而上的模式）

认知访谈与访谈内容编码
编号

1 专家：这个实际上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

个外行，但是说外行也不是太好，因为地质和地理本来就是一家，

它很多东西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有关乌拉哈达这个树啊，(1)当

时我们主要是专门研究火山，来考察火山。

1.(1) 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考察火山)

访谈者：主要一开始是去考察火山的啊？

2 专家：对，火山。(1)乌兰哈达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新的火山，大概

是距现在也就四五千年吧，一个很新的火山。(2)那么这座火山呢它

活动完了以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局部的气候啊、地理啊、环境的

一些变化，环境的变化，同时也会影响一些生物的变化。(3)当时就

是因为这个内蒙古高原很少有大树，它那个，就直接就是属于草原

的地貌，适合于生长草原，树呢它很少。(4)当时我也没太注意，我

就问了当地，(5)当地人说他们那儿有棵大树。

2.(1)感知 (perception):观察(observing)→(乌兰哈达,有比较新的火山)

2.(2) 推测 (inferences)→(该地局部的气候、生物、环境受影响)

2.(3) 激活先验知识(activate prior knowledge)→(内蒙古高原，草原地

貌，树很少)

专
家
认
知
模
型

专家A解决草原神树问题的认知加工过程.docx
专家B解决血色迷宫的认知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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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答中的认知行为图示例

(P)内蒙古高原是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主要是温带草

原带，大部分应该是以草原为主，或者是温带荒漠为主
GQ03.(2)

AP

(S)而这里却长了

一棵很大的榆树
GQ03.(3)

(H)榆树生长的水分哪里来？

为什么会长在这里？
GQ03.(5)

(S)根据这图片，发
现周围大部分都是

黄土和沙漠为主
GQ03.(6)

(H)对于土壤和水分
条件都不利，按理

说不利于它的生长
GQ03.(7)

(H)这棵榆树是什么营养或条
件，使它可以长得如此大，或

者水分供给是从哪里来的？
GQ03.(8)

(S)在内蒙古高原这边

找到一棵巨大的树
GQ03.(1)

AP
(P)然后这边应

该降水很少
GQ03.(4)

QG

RE QG

问题

情境
IF

IF

IF

说明：IF表示特征识别,AP表示激活已有知识，QG表示产生疑问，RE表示推理；如果某一概念操
作或算子被重复使用，则用双线箭头表示；竖线表示回到竖线上方所示的知识状态。

专业术

语水平

感知信

息数量

激活知

识数量

知识组

织水平

图式使

用水平

专业术

语数量

变量
提取

从任务情境中识别
出来作为问题生成线索
的地理信息数量。重复
出现的地理信息按1次
计算。

问题生成过程中在
长时记忆中激活并提取
出来的地理知识数量。
测试任务相关地理知识
包括 “内蒙古高原地
理环境特征”“植被生
长条件”“火山活动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等。
重复出现的按1次计算。

被试在描述问题
生成过程时出现的地理
专业术语次数。重复出
现的地理专业术语按1

次计算。来自任务陈述
中的不算。

使用专业术语描述问题生成过程
时所表现出来的水平。分三个水平：
（1）没有使用专业术语；（2）专业
术语之间没有建立联系或联系较弱；
（3）使用多个专业术语且形成比较连
贯的专业表达。分别编码为1，2和3

使用激活的知识来阐述问题
生成过程时的结构化程度。分三
个水平：（1）没有调用学科知
识或缺乏联系；（2）调用的知
识间联系较弱，不准确或不完整，
（3）学科知识间有联系，且知
识比较准确、完整。

运用问题图式来联结并整合感
知的信息与已有知识的程度。
（1）没有问题图式；（2）调用
问题图式但未能用作整合的框架，
或整合不全面；（3）调用问题图
式，且能作为整合框架对相关信息
进行全面整合和分析。

基于变量的分类

变量

作答模式

判别函数1 判别函数2

图式使用水平 0.903 -0.333

知识组织水平 0.301 0.061

激活知识数量 0.281 0.125

感知信息数量 0.154 0.073

专业术语数量 0.542 0.768

专业术语水平 0.247 0.445

特征根分别为10.561（占总变异的76.3%）
和3.285（占总变异的23.7%），

实际分类和判别分析预测的分类一
致性为0.87

作答模式的进阶图

会调用问题图式连结、整合
相关地理要素，生成具有地
理学科内涵的问题，呈现某
种程度的专家思维。

会调用问题图式
对相关地理要素
进行部分连结、
整合，生成具有
一定地理学科内
涵的问题。

基于已有学科知识来生成问题，且能比较
好地将感知信息与已有知识进行符合逻辑
的整合。

基于已有学科知识来生成
问题，但不能将感知信息
与已有知识进行符合地理
逻辑的整合，或缺乏逻辑
性、整合程度低。

根据直觉或
生活经验提
出问题或产
生疑问。

初中地理：聚落与地理条件

常州市北郊中学刘霞老师

因地制宜 宜居

气候 地形 河流

要什么？

有什么？

决策

注重过程性和形成性评价，强调(跨）学科探究任务 注重过程性和形成性评价，强调(跨）学科探究任务

常州市北郊中学刘霞老师

搭建野外生存营地
任务分析

学科知识：
1.聚落的概念与类型
2.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有有利条件
3.建筑与地理的关系

学科观念：
1. 区域：利用分析框架，在不同尺度上甄别区域
相关特征，确定建设思路
2.人地协调观：因地制宜设计低碳环保营地

学科实践：
1.综合思维：分析聚落所需各种条件，不同时空
下的依存与变化关系，形成综合性的决策框架

2. 地理实践力：观察、分析、对比、规划、设计

社会性维度：
1. 小组合作
2. 结果展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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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评价

➢ 阿尔弗诺学院的In-Basket练习

任务案例：

角色：学生担当某个城市文化中心(Urban Cultural Center)新雇用的公共关系专家

任务：（1）编辑一篇文章，将其精简三分之一，

（2）和一个对中心服务不满而发怒的市民打交道，

（3）写一篇评论回应一家报纸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提到了上述市民。他是一个税务
改革公民团体(Tax reform civil society)的重要成员，旨在游说(lobby)政府缩减开支，

（4）准备一个如何进行技术写作的提纲，以便给学院某个班级演讲时使用。

建立以素养导向的档案袋评价

➢ 哈佛大学：写作能力档案袋评价

资料范围：

（1）从初稿到成品的整个写作过程的记录；

（2）一篇重要作品完成过程的反思，以及选择这个作品纳入到档案
袋的原因；

（3）自己满意和不满意的作品各选一个，并提供选择理由；

（4）自己自由选择的作品及其原因；

（5）对自己作为写作者和创造者的成长反思。

整合过程性、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刻画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进阶

内容
单元1

学生素养发展
过程性评价

单元形成性评价

内容
单元2

内容
单元3

学业质量标准

……

终结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