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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落实“教学评一致性”原则，学业评价中可以积极探索“项目化试题”的命制，以“真实情境”为载体，

“核心素养”为导向，“立德树人”为旨归，呈现出项目化试题命制中的“平远、深远、高远”三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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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项目化试题“三远”意蕴
——以宁波市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会卷第22题为例

真题再现：
22. （8 分）某校开展“在宁波

遇见宋韵”主题研学活动，邀请你
一起参与。

·我观察，寻找“海派”渊源
（1）根据图 1，指出宁波打造

“海派宋韵”文旅品牌的历史因素。
（2分）

·我发现，寻找“海派”渊源
（2）依据图2，模仿下面示例解密

研学路上的两个“宋韵”线索。（4分）
【示例】我发现：万斛神舟是千

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船。
我认为：宋代是一个造船业发

达的时代。
·我建议，擦亮文化“名片”
（3）为助力宁波宋韵文化推

广，请你设计一个文化体验活动。
（2分）

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试题
命制应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
在试题的创设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家国情怀。力图让学生在答题过程中
自省内化，通过字里行间的文字图示
和潜移默化的情境导引实现知行合
一，增进对祖国、对民族、对文化、对我
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自觉把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奋斗之路，用
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用小中见大的方式打开家国之
情。从空间区域上采用“经纬交错”的
方式，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
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实现

跨学科的主题探索。通过一地、一城、
一次研学，打开千年宋韵。在“寻·宋时
明州”中，以全地域的视角“跳出杭州、
浙江看宋韵文化”（引自陈野著《宋韵
文化简读》P5），通过观察“宋代海外贸
易图”这一历史地图中所反映的史事
发生与变化的时空环境，寻找宁波的

“海派”渊源，感知当时的海外贸易、中
外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开放包容、海
洋文明要素等宋韵文化的重要特质。
在“探·宋韵甬存”中，以全领域的视角

“跳出文学艺术看宋韵文化”（引自陈
野著《宋韵文化简读》P5），通过探索宁
波宋韵文化研学打卡点上的宋代历史

遗存，解密宋韵线索，进一步感知宋代
各领域的物质之韵、匠心之韵、智识之
韵、审美之韵等，充分感知中国古代各
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和中华文明的传
承，引导学生关注家乡，厚植家国情
怀。在“助·宋韵流芳”中，以全视域视
角“跳出两宋时期看宋韵文化”，通过
设计宁波宋韵文化体验活动助力宋韵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延
续文化血脉、坚定文化自信中强化国
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用以史鉴今的方式打开信仰之
力。从时间上采用“点-线”结合的方式
呈现，“点”是具体的历史事实，“线”是

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使试题内容依
照一定的人类历史发展时序，循序渐
进，徐徐展开，帮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
过程中的联系。通过宋韵串联古今，运
用大概念对学习内容进行整合提炼，
感受文明在创造中转化、创新中发展。

“平远”代表着广度，“深远”意味
着深度，“高远”决定着高度。项目化试
题的命制与答题的过程，应该是一场
有温度、有情感、有灵魂的旅程，是师
生见识、智慧和价值观的生成和传递，
是建构知识、提升情感、发展能力、获
得智慧、生成意义的自觉践行。

三、以“立德树人”为旨归，赏高远之意境

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坚持
“依标命题”，在情境任务、评分方式的
设置中积极探索素养导向的命题方
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地
涵养学生的价值取向、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让素养生长在解决真实问题
和任务之中。

用聚焦问题的方式打开思维之
门。设问是命题者架起的一座“桥梁”：
引学生从学习的“此岸”走向解答问题
的“彼岸”；设问也是命题者搭起的一
架“梯子”，由低阶思维到高阶思维，引

导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22题以研学
的方式呈现，从我观察、我探索、我建
议三个环节入手，层层递进，围绕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维度设置问
题，综合考查了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
归纳提炼能力、迁移运用能力，体现思
维水平的螺旋上升。

用综合开放的方式打开“双减”之
策。坚持“以评促教”，难易适中、适度
开放、兼顾选拔甄别功能，在考试评价
的改革方向中为“双减”政策的落地赋
能。

一是注重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
查。图1宋代海外贸易图直接来自于教
材，体现了对教材的回归与尊重。图2
创设研学路线图，站位学生视角去思
考、去设计、去创制试题，图文并茂，减
轻学生阅读压力的同时，让学生在趣
味形式中增进认知体验。

二是注重对开放创新能力的考
查。第（3）问设计宋韵文化体验活动，
加强学生的知行体验，通过捕捉、欣
赏、尊重学生有创意的、独特的表现，
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又如第（2）

问设置了“可选择”的答题任务，让学
生在答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擅长
的问题作答，充分“扬长避短”，关注并
鼓励学生真实发生的进步，展示自己
的学业优长。

三是注重跨学科综合能力的考
查。通过对历史地图和研学示意图的
判读，落实地理学科“区域认知”和历
史学科“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素养，
有助于学生建立地理空间观念，依靠
可信史料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把握
历史事物的内在联系。

二、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悟深远之意味

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项目
化试题命制中应积极创设真实情境，
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由近及远地构建

“我与自身”“我与自然”“我与他人”
“我与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等
真实生活情境，让问题生长在真实情

境之中。
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打开时代之

韵。试题以“宁波深入实施宋韵文化传
世工程”这一地方时政热点为命题素
材，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实
际的同时，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内

容，增强试卷的时效性，培养学生关心
时事、关注党和国家重大实践和理论
创新成果的素养。

用沉浸体验的方式打开学习之
道。坚持“以评促学”，采用直观的、立
体的、多元的呈现方式，建立起教学评

之间的有效链接。“在宁波遇见宋韵”
主题研学活动增强了学习内容与学习
过程的情境性。学生在答题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与日常学习生活
真实而具体的连接，让知识的迁移与
应用自然而然地发生。

一、以“真实情境”为载体，观平远之意象

2022年版新课标注重实现“教学评一致性”，倡导基于真实情境的“项目化”评价。“品卷如品山水画”，本文以宁波市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会学

科试卷第22题，探寻项目化试题的命制中“平远、深远、高远”三大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