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2022 年发

布，以下简称“年度工作文件”）都明

确规定，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命题，不得超标命题；“双减”文件

也明确提出，高中招生考试（即中考

或初中学考）要坚持以学定考，提升

命题质量。以学定考，本质上是考

试环节对于“教学评”一致性的具体

落实，强调“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

么、考试就考什么”，这也是基于考

试开展学生评价活动的基本逻辑前

提。2022 年初中学考试题严格遵循

“以学定考”，试题在情境主题设定、

素材选择等方面注重回归教材与课

堂，各学科试题有的直接引自教材，

有的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改编，有

的取自教材的延伸阅读材料，有的

密切关联学生课堂学习过程和体

验，这些做法与北京的“把课堂表现

考出来”命题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例如，语文学科试题的古诗文阅

读直接使用教材选文、名著阅读试

题，考查了课堂学习过程。数学学科

试题增加了与教材关联试题的分值

和比例，试题考查思路与教材内容编

排形式一致、与考生的课堂学习经验

一致。英语学科试题考查的语法知

识和词汇都是教材基础内容，阅读理

解语篇主题等都与教材保持一致。

化学学科 70%分值试题的素材来自

对教材内容的直接使用或改编使用，

物理学科试题的图文素材有 20余处

直接引用了教材图文。道法、历史、

地理等学科，也在试题中加强了对教

材图文素材的直接或间接使用，将教

材素材与其他素材融合呈现，或对教

材资源加工与重组，反映试题与教材

的密切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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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评价研究总报告
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总体上，试题坚持“三个注重”“四个考出来”，积极落实“双

减”政策，减负与提质并重；坚持以学定考，回归教材与课堂，教学评有机衔接；注重情境设计，有效发挥育人功能。试题兼顾毕业和升学双重功能需要，
考生在各学科上表现良好。基于对试题特点和考生表现的总体分析，本报告提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准确领悟政策精神，严格落实课程标准；重视回
归教材和课堂，推进教学评有机衔接；强化任务情境设计，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合理使用学习策略。

一、试题总体特点

2022 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以下简称“初中学考”）是我市实

行“两考合一”改革措施后的第二次

考试，同时也是“双减”政策后的首次

考试。2022年，初中学考受到疫情因

素影响，9个学科分为两个阶段施测，

其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

德与法治（以下简称“道法”）、历史 7

门学科笔试于 6月完成，地理、生物 2

门科目笔试推迟至 7月完成。语文、

数学等7门学科考生为初三考生，考生

人数达10.1万人，地理、生物2门学科

考生为初二考生，考生人数达11.4万

人。语文、数学及英语学科试卷满分值

为100分，物理、化学、生物、道法、历

史、地理学科试卷满分值为70分。

《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2019 年发

布，以下简称“命题工作指导意见”）

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

2022 年初中学考 9 个学科试题

秉承北京命题理念，坚持注重全面考

查、注重对基础的考查、注重对考生

发展潜能的考查，力求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出

来，把学生的自信考出来，把课堂表

现考出来，把实践能力和阅读能力考

出来。9 个学科试题命制严格以《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为依据，坚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回应并落实

“双减”政策精神，注重发挥试题的育

人功能、价值观培育和引领；各学科

试题难度设置较合理，兼顾毕业和升

学双重功能；各学科试题立足本学科

育人特色协同发力，注重引导学校落

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发挥考试对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

长的重要导向作用。

（一）落实“双减”政策，减负与提质并重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2021年发布，以下简称“双减”）明

确提出，要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

题、怪题或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

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考积极落实“双

减”政策精神，如严格依据课程标准

命题，不超标命题，所有学科试题考

查内容的广度（范围）、深度（认知层

次要求、能力要求等）严格控制在课

程目标要求和内容要求范围内；采

取“减量提质”具体措施，减少记忆

性试题，在保障考查目标得到有效

测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题量，以减

轻考生不必要的负担；试题加强了

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查，考查

内容聚焦学科主干知识，不偏不怪，

兼顾毕业与升学功能；试题素材选

择、情境主题紧密结合考生的学习

生活实践，为考生所熟悉，减少考生

不必要的作答障碍。

例如，语文学科试题注重降低全

卷阅读和作答的文字量，将对修辞格

和标点符号使用的考查改为在作文

中综合考查，不再单独设置题目。英

语学科试题考查的基础语法、词汇等

考点全部为课程标准中要求考生需

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完形填空所考查

的词汇均是学生在教材中学过的常

用词汇的常见释义。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学科试题注重考查学科基

础，试题素材注重结合考生熟悉的生

产生活实际，物理、化学、生物学科试

题的实验类题目全部来自课程标准

规定的实验范围。历史学科试题注

重考查学科基础和主干，突出对重要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及历

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考查。地理等

学科试题通过设置天气符号、端午节

习俗、地形图阅读等考查学科基础知

识和能力。道法学科试题在客观题

上提高了学科基础知识的覆盖面，通

过选项设计加强对考生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掌握情况的考查。

试题的情境设计，既是发挥试题

育人功能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发挥

试题测量功能的要素。教育部关于

初中学考的命题工作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要提高试题的情境设计水平，

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典型性和适

切性。2022 年北京市初中学考试题

立足各学科特色，通过合理的情境设

计积极发挥试题育人功能，引导学生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试题情境真实合理恰当，材料呈现方

式丰富多样，充分运用了文字、数据、

图表等表达形式，积极融入了北京文

化元素；试题情境反映了生产生活中

的真实问题，符合初中生的认知和心

理发展特点，符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实际，综合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

技能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道法学科试题情境设计突

出正确政治导向、价值导向、法治观

念培育，通过创设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学宪法讲宪法”活动，以

及“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东数西

算”伟大工程等试题情境，强化学生

的政治认同，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引

导学生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语文学科试题情境注重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试题选材凸

显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形成良好个性

与健康人格，促进学生提升思想文化

修养。数学学科试题以节能环保低

碳理念、国家科技发展和清洁能源开

发、轴对称的艺术美、北京冬奥会比

赛项目等主题材料创设试题情境，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融入试题

中。地理学科试题综合使用了景观

图、区域简图、等值线图、统计图、手绘

地图等图形素材设计情境，全面考查

学生运用学科知识解决读图、用图的

问题；通过设计“人口普查”“虎豹公

园”“粮食与人口”等主题背景素材，引

导学生认识国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树立人地协调观，凸显学科育人特

色。历史学科试题发挥学科特色，通

过创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主

题背景展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

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

增强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

国情怀。生物学科试题结合学科内容

模块，通过创设海姆立克急救、平衡膳

食理念、科学用眼保护视力等情境，引

导学生应用生物学概念解释生命现

象、形成生命观念。

（三）注重情境设计，有效发挥育人功能

（二）坚持以学定考，试题回归教材与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