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
教师

李伏刚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级教师
贾同改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级教师
梁 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级教师

15 试题评析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姜思瑶 版式/陈 棽 热线热线/8283713082837130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cnkaoshibao@bjeea.cn

2022年北京市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化学试题评析

2022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化学试卷，体现“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凸显对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彰显化学学科特色和学科价值，突出对化学学科关键能力的考查，注重对化学

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基本观念的理解和迁移应用，多角度、多层次、整体性认识和解决化学实际问题，关注学科

基础，注重科学探究过程及科学方法，体现“绿色化学”理念和社会责任，突出平稳过渡、稳中求进、稳中创新的命

题原则。试题立足北京教学和学生学习实际，融合各模块学段的知识内容，坚持倡导学以致用，提升思维品质，

试题有一定的开放性，很好地体现了基础性、时代性、应用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发展性。

突出时代主题，发挥育人功能，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试 题 坚 持 以 立 德 树 人 为 落 脚

点，强化试题的育人导向。背景材

料丰富，涉及材料、生命、环境、能

源等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充分体现

化学学科推动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

进步的重要作用，凸显化学学科的

社 会 价 值 ，选 材 展 现 了 我 国 在 科

学、技术、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传递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引导学生关注科学前沿和我国的科

技进步，关心生态环保，有助于树

立绿色化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例如：第 1 题“天宫课堂”授课活

动取材太空“冰雪实验”，展示了“冰

雪”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化学之美，更

突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高水平。第8

题聚集诱导发光机制的研究，呈现出

我国科学家研究的前沿。第 11 题人

工合成的高分子物质多肽，展现了我

国高科技领域的新成果。第 12 题二

氧化氮的吸收和转化、第14题二氧化

碳的捕获利用、第15题能源和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第18题物质的循环利用，

均体现出绿色化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突出学科主干，重视关键能力，落实“双减”工作

试题强调基础落实，注重教学

实际。试题内容以课标为依据并依

托教材，围绕化学核心主干内容，强

调对基本概念原理、基本思想方法

的考查，引导教师依标施教，不超前

超量，不随意增加或删减内容，不随

意提高或降低要求标准，充分使用

好教材展开教学，引导学生回归课

堂。选择题知识覆盖面广，考查了

化学用语、物质结构与元素周期律、

典型物质的性质及变化、基本化学

实验操作、学生必做实验、平衡移动

原理、有机化合物的转化与性质、电

化学、离子平衡等主干内容。例如，

第 1 题以“天宫课堂”授课活动的“冰

雪实验”为素材，考查离子平衡和晶

体类型。第 2 题考查结构简式、顺-

2-丁烯的分子结构模型、基态硅原

子价层电子的轨道表示式、过氧化

钠的电子式等化学用语。第 3 题和

第 9 题 考 查 原 子 结 构 和 元 素 周 期

律。第 4 题和第 6 题均以熟悉的反

应为素材考查变化的实质及符号表

达。第 7 题以氢气与氯气反应的实

验事实为素材考查了共价键类型、

实验现象及能量转化。第 8 题考查

有机官能团的结构与性质。第 5 题

和第 10 题考查实验的基本操作和学

生熟悉的实验及其现象。

强调灵活运用，凸显思维品质：试

题通过设置生产生活、科技前沿、实验

研究等真实综合的问题情境，考查学

生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增加新题型，关注知识版

块间的融合（如第 4 题兼顾有机和无

机反应、第7题和第15题兼顾无机、结

构与原理，第8题兼顾有机和结构，第

17 题融合有机和滴定实验）；考查角

度全面而深刻，强调运用定量思维解

决问题（第14题、15题、16题、17题、18

题、19 题均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或计

算）；有一定的开放性，如第16题库仑

测硫仪的工作原理和误差分析，培养

考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引导教师教学

不要把精力放在解题技巧上，要注重

知识结构的建构，注重学科本质的理

解（第 15 题全面考查原子结构、分子

结构、晶体结构的本源性问题），引导

教师优化作业设计，使学生摆脱“死记

硬背”“题海战术”“机械刷题”等方式，

引导教师教学从关注“解题”向“解决

问题”、从“做题”向“做人做事”转变

（如第13题以课标要求的学生必做实

验——简单的电镀实验为素材，引导

考生动手真实践、真观察、像科学家一

样真思考）。

深入认识物质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发展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

2022 年是北京市首次将《物质

结构与性质》模块作为高中化学学

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内容，试题依

托课标，突出主干，紧紧围绕原子结

构、分子结构与晶体结构中的核心

概念设问，旨在引导教学回归课

堂。同时，又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

进行灵活运用，而非简单机械的记

忆。例如第9题要求学生辨析哪些

事实不能用键能数据的大小来解

释，学生需要对共价键模型有深入

的认识，并能厘清其与物质的稳定

性、熔点、硬度的关系。第 15 题要

求学生比较 H2O 中 H-O-H 键角

和SO4
2-中O-S-O键角的大小并解

释原因，需要学生对相关理论模型

有清晰的理解并能加以应用。

试卷中结构模块的内容和其

他知识板块内容交叉融合，体现了

结构模块的知识在认识物质及其

性质时的工具性价值。例如第1题、

第 3 题、第 7 题、第 8 题都涉及物质

结构的知识，能够引导学生完善认

识物质的视角，深化对物质结构与

性质关系的认识，发展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

强化研究方法，突出学科实践，展现探索过程

化学实验是化学学习和研究的

基本方法，也是发展学生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北京化学试

题挖掘和开发了丰富的实验素材，

注重基础实验和实验探究能力的考

查，引导教师加强化学实验教学。

试题通过对课堂实验的延伸，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按要求完成必做实验，

系统、全面、深入地理解实验过程中

的化学原理，发展学生对化学知识

的认识角度和深度。例如第 1题以

“天空课堂”授课活动中的实验为载

体，多角度认识了常见物质的性质，

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第 5题让学

生体会物质制备和分离操作的核心

内容，呈现对基础实验必备知识的

考查。第 7题从多个角度对基础实

验进行了再认识。第 10 题是对基

础实验的延伸，考查了学生证据推

理的能力。第 13 题对学生必做实

验进行了系统的设计，运用对比实

验、借助反应原理，加深了学生对必

做实验的理解。

试题注重对科学探究能力的

考查。例如：第 19 题以“探究不同

条件下氯气与二价锰化合物的反

应”为任务，使考生经历了科学探

究的全过程，通过应用对比实验、

变量控制等学科思想方法，进行实

验现象的分析和证据推理，得出相

应结论，凸显了实验方法在获取知

识、培养能力、促进学科素养发展

的重要作用，有利于考生发掘学科

深层规律，不断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和创新意识，为继续深造打下坚实

的基础。

2022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化学试题符合高中化学课程标

准要求，注重基础，考查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和化学学科关键能力；重视

真实问题解决和化学思维能力的考

查，引领化学教学，服务人才选拔，

持续稳定助力推进化学教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