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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考综合改革政治试题赏析

赖东亮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高级中学　陕西延安　727500

摘　要：试题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课程标准理念，彰显高中思想政治综合性、活动型学科

课程要求，突出素养导向，注重考查学科关键能力，着力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发挥试题铸魂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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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2025 年高考综合改革适应性演练思想政治试题

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课程标

准理念，彰显高中思想政治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要求，

突出素养导向，注重考查学科关键能力，着力提升学生思维

品质，发挥试题铸魂育人功能。以 19 题为例予以分析。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5 年，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

伟大复兴的 75 年，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升华贡献中国智

慧与力量的 75 年。

【75 年：人民为国家筑牢根基】

75 年来，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

每个阶段都紧紧围绕着“人民”这一中心点。人民不仅见证、

分享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直接参与者、推动者。

河南林州，10 万建设大军苦干 10 年，凿出“人工天河”

红旗渠。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的 18 枚“红手印”，揭开

农村改革的序幕。新时代以来，数百万村干部同村民一道奋

斗，打赢脱贫攻坚战；科研人员矢志探索，推动中国空间站

遨游太空、“奋斗者”号深潜万米海底；一个个建设者奋斗

实干，支撑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建成开通……

新征程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和国家

仍需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紧紧依靠人民和衷共济、共

襄大业。

（1）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

基、最深厚的力量。结合材料，运用社会历史的主体相关知

识，谈谈你的理解。

社会历史的主体在高中政治课程标准中的素养要求是：

政治认同，认同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

者，认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相信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

精神，引导学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通过具体详

实事例，运用社会历史主体的相关知识分析探讨社会问题。

公共参与，坚定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念，引导学

生践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必备知识，理解人民群众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理解人民群众是社会实

践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形成自觉坚持用群众观点和群众

路线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该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把握时代形势的世界观、方法论

及立场观点方法有机融入试题中，把准政治方向，回应时代

关切，对引导教师有力推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意义重大。试题坚持素养立

意，将正确价值观念和必备品格的考查渗透到情境与任务的

创设中。“落实价值塑造，传达育人导向”

试题表现为对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所需要的辨识与判断、分析与综合、推理与论证、探究与建

构、反思与评价及获取和解读信息、语言表达等关键学科能

力的考查。通过恰当的情境选择和学科任务有效测试学生分

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必备的学科关键能力，既促进学生在独

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建构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素

养，培养学生应用性，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又引导教

师把发展学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关键能力和创

新思维品质作为课堂教学重心，有利于选拔创新拔尖人才。

试题加强教考衔接，以课标为基本遵循，命题衔接课标考察

理念、考察内容与考察要求，考察理念上承接核心素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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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要求上与学业质量标准对接，考察内容上与课标内容要求

一致，既注重全面性又突出主干性，积极引导高中教学育人

方式转变，促进教、学、考有机衔接。通过赏析命题，有助

于思政课教师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和提升课堂质量。从总结

解题技巧转向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提高关键能力，培育

核心素养，提升思维品质。进一步增强试题的开放性，探究

性，创新性，契合课改精神，更好地为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

做好思想品质鉴别。

答案简析①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

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也是精神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同时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②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人民通过辛勤劳动从事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创造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5 年：中国为人类进步担当】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外交理念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接力中不断传承、弘扬、升华，推动人

类进步事业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

表 1		中国外交理念的形成与影响

形成时期 主要外交理念 实践剪影 国际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出席 1955 年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促使各
方达成协议 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
主题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

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

支持“全球南方”合作；
推动“大金砖合作”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进步提供了中
国方案

（2）结合材料，运用《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知识，

说明 75 年来中国外交理念是如何传承、弘扬与升华的。

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课程要求学生能够引用相

关资料，全面分析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要议题，并

描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课程还要求阐述我国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并理解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政治认同方面，学生应认同我国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理解这一政策是基于我国的国家性

质和国家利益。科学精神要求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

不仅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实现自身发展，还通过自身的发展

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合作，致力于实现共赢，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通过分析思考，学生将深入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

积极作用，并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意义。

70 年前，中国倡导了五项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避免相互侵犯、不干预他国内政、追求平等

互利以及维护和平共处，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这一系列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飞

跃，同时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项创新性贡献，它们为全球

的和平与稳定构筑了坚实的基石。七十年后的今天，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强劲力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已被

纳入国家根本大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与强权

政治，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平等协作。这种外交理念和实

践有效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原则在国际关系新

格局中持续彰显其重要价值：首先，它们为国际交往确立了

法律规范和基本准则，体现了国际法治中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的核心要义。其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

发展、团结协作和共同进步凝聚了力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反映了亚非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控制、坚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

集体觉醒，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

步的深刻思考，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与平等协调，

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深化，并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实践者，发挥了

重要作用。再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国际正义及国际

关系的民主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旨在维护弱小国家

的利益和诉求，倡导国际交往中的主权对等原则，主张所有

国家不论体量差异或发展程度高低，都应获得同等法律地位

与人格尊重。这一理念着重指出国际社会成员在参与全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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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需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准则，反对任何形式

的强权政治和差别化对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代的

延续和创新发展。这一理念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以

及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要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跨

越国界、种族、文化等差异，强调全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共

同面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

一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首先，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二者都根植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优秀

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彰显了中国外交坚持正义、扶弱扬善、

自信自立的精神风骨，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

定决心。七十年前，为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应时而生，主张国家间和平相处、互不干涉。七十年后的

今天，世界面临严重的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亟须各国合作

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主张摒弃零和博弈和小圈子政治思维，通过倡导人类命运

与共，逐步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最终形

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都旨在解决所处时代阻碍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展现出中

国国家领导人面向未来的胸怀宽广、气度恢宏和历史担当，

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外交的亮丽旗帜。其次，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坚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初心，

从倡导国际交往中的主权对等原则，主张所有国家不论体量

差异或发展程度高低，都应获得同等法律地位与人格尊重。

这一理念着重指出国际社会成员在参与全球事务时，需遵循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准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和

差别化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作为

主要目标，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包容发展的时代内

涵。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

了前进动力。它破除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权力的痴

迷，将关系和价值作为核心概念，改变了国际关系理论自冷

战结束后即陷入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倡导平等循序渐进的世界多极化、普享容纳接受的经济全

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实现历史飞

跃，体现了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由此，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和

政策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关键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这些

倡议的精神内涵和指导原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过程中，各国的平等地位得以捍卫，人民的共同利益得以维

护，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深化，世界逐步走向和平、安全、

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这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初衷及

目标。中国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做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答案简析：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性质与利益决定了我们采取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了中国外交理念传承的起点。既阐

述了知识：我国的国家性质与利益决定了我们采取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明确中国外交理念传承的起点，紧扣题目

设问，考查了学生解读信息，调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顺应时代

潮流，高举和平与发展大旗，弘扬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

我国坚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倡导国际关

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的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二个答题要点阐述了和平与发展是

当今时代的潮流，巧妙融入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坚持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指出我国外交理念倡导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准确点题，用事实弘扬了中国的外交理念。

③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共建“一

带一路”，支持“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

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第三个答题要点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融入试题，坚持立德树人，精选

素材，有效设问，坚持以德为先，德为引领，性质定位准确，

有利于具有较高政治觉悟，高尚道德情操和优秀意志品质的

学生脱颖而出，发挥良好的甄选功能和价值导向。

试题把握了时代脉搏，遵循课程标准和高考评价体系

指向，注重考查学科关键能力和学科思维。通过列举详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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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大

金砖合作”，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展现了中国的独特见解和解决

方案。精准点题，升华了中国外交理念。75 年中国为人类

进步担当，中国外交政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外

交理念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接力中不断传承、弘

扬、升华，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通过

做题，思考，探究，学生明确历经七十五年的发展，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以及国

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及全球性问题不断

凸显的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再一次焕发光

芒，为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坚持

主权平等的原则，夯实互相尊重的基础，汇聚共筑繁荣的动

力，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前行，探索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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