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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率

优秀率

及格率

G1组得分率

G2组得分率

语文

91%

86%

98%

67%

85%

数学

81%

58%

88%

32%

64%

英语

81%

56%

88%

37%

64%

物理

81%

54%

88%

40%

63%

化学

86%

70%

90%

41%

68%

生物

88%

73%

93%

50%

74%

道法

89%

76%

94%

51%

76%

历史

87%

71%

94%

49%

75%

地理

88%

74%

95%

54%

76%

初中学考兼具毕业和升学的双

重功能，对考生在各学科上的得分、

优秀、及格等学业表现情况都要给予

关注。本报告通过统计考生的各学

科得分率（全卷平均得分率）、优秀

率、及格率等指标来反映考生整体学

业水平特征。上述指标有效性的前

提假设是试题命制科学、考生基本正

常发挥、评分客观公正。需要注意的

是，得分率指标受到试题任务复杂

性、考生样本特征、评分标准把握程

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客观实际可

能存在一定误差。教师对于得分率

等相关指标应保持理性认识、谨慎解

释，要结合自身教学、教研经验，充分

考虑学情实际、考生作答表现、考后

各方反馈等加以分析，既要善于依靠

数据支撑观点和结论，又要避免统计

指标自身局限掩盖了真实问题。另

外，需要强调的是，2022 年的初中学

考考生是特殊的一届考生，他们整个

初中三年的学习都伴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

结合成为常态，特别是在考前的两个

多月，考生主要为居家线上学习，对

这届考生的学业表现分析、潜在问题

归因分析不能忽略上述因素。统计

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 1 可知，2022 年考生在本次

初中学考各学科上都展现了较好学

业水平，考生在 9 个学科上的得分率

都达到了 80%以上，反映考生对于基

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较好。语

文学科的得分率、优秀率、及格率在

所有学科中都是最高的；地理、道法、

历史、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及格率都

达到90%以上。考生及格率也可以间

接反映考生的不及格情况，由表 1 可

知，语文、地理、道法、历史、生物、化

学等学科的不及格考生占比都在10%

以下；数学、英语、物理等学科的不及

格考生占比相对较高，达到 10%以

上。不及格考生应引起教师的特别

关注，尤其是在整体得分率较高的情

形下，还有个别学科的不及格考生人

数占比较高。各学科不及格考生主

要分布在 G1 组，有的学科还包括少

量的 G2 组考生，表 1 给出了 G1 组与

G2 组考生的得分率情况。由表 1 可

知，G1组考生除了语文学科得分率达

到 60%以上，其他学科的得分率均在

60%以下，特别是数学、英语学科得分

率还不到40%。初中学考的主要功能

之一就是鉴定考生是否达到初中毕

业水平，一线教师不能忽视对不及格

情况的分析，应结合考生作答表现以

及教学经验进一步分析探讨不及格

考生在学科基础、学习方法、学习习

惯等方面的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教

学策略。

通过查阅考生作答情况及各学

科阅卷反馈，发现不及格考生普遍存

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不扎实不牢固

的问题，如考生对于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等学科的基本概念认识模

糊，对一些核心知识点的理解不过

关；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基

本实验操作不熟练；对于道法、历史、

地理学科，从复杂试题情境中提取关

键信息、界定学科问题存在困难；对

于英语学科，不及格考生在基础词

汇、基本语法等方面仍然不过关，缺

乏基本的阅读理解、书面表达技能；

包括及格和达到优秀的部分考生，仍

存在对真实情境中的学科问题界定、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足；还有部

分考生，在学习策略使用方面存在不

足，如时间分配不合理、审题过程随

意、阅读策略不科学等，也造成了不

必要的失分。

对于 2022 年的考生，疫情影响、

学习方式变化、居家场景学习、实践

或实验类课程（尤其是物理、化学、生

物等学科）开展效果较差等因素，对

考生的学习、备考造成不利影响，尤

其是对于自主学习能力弱、自律性较

差以及不适应在线学习的考生影响

更大。这些因素固然是造成学生基

础薄弱的重要原因，但教师仍不可忽

视对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堂教学

模式的反思，对学生存在的典型问

题、“老旧难”问题的再审视，如不及

格考生的学科基础不牢、基本学科思

维、学科活动经验不够，对主干知识、

学科重点内容掌握较差；中等考生在

学科高阶思维、高阶能力掌握不够等

问题解决对策的探讨，对基础知识和

技能的灵活运用存在不足等。需要

强调的是，本报告仅基于本次考试试

题、考生作答数据进行总体描述，概

括给出考生在各学科表现出的典型

问题和不足，对于不同学科数据统计

结果的进一步丰富解读、对相关问题

深入详细的分析，还请参见相关学科

专题评价研究报告。

另外，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教

师对于考生单次考试得分情况要保

持客观理性，应更多地基于试题考查

思路、试题设计特点对考生表现进行

分析，挖掘试题传递的教学导向价

值。教师既要全面分析不及格考生

所反映出的教与学的问题，也要注意

分析高分背后可能掩盖的中、高学业

水平学生的潜在问题，如考生在高阶

思维与技能的掌握、灵活运用基础知

识分析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方面是否存在不足。考试的教学导

向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诊断反馈、启

发引领、促进提升，教师应基于对考

试数据结果、考生作答表现以及教学

经验的综合分析，持续调整、优化教

学活动，提升教学质量。

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评价研究总报告

本报告立足于促进发挥考试的

教学导向作用，基于对 2022年北京市

初中学考试题的命制特点、考生实际

表现的总体分析，从落实课程标准、

回归教材与课堂、强化学业任务情境

设计、学习策略培养等方面提出教学

建议，供一线教师参考。

（一）领悟政策精神，严格落

实课程标准

自 2014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实施意见》发布以来，国家相继出

台关于教学、课程、评价、考试招生

以及“双减”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还

专门针对初中学考命题工作发布了

具体指导意见，对基础教育的“教、

学、评、招”等各个环节都提出规范性

要求与指导。2022 年 4 月，《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以下简称

“新课程方案”）以及《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

标准”）发布，新课程标准强化了课程

育人导向，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凝

练了学科核心素养，研制了学业质量

标准，增强了教学、评价、教材编写、

课程开发等方面的具体指导。2022

年北京初中学考试题也在一定程度

上渗透、传递了新课程标准的思想和

理念。教师在准确领悟相关政策文

件精神的基础上，要加强对课程标准

的研读和学习，注意新旧课程标准之

间的继承与创新，准确领会初中学考

试题传递的教育教学的导向性信息，

对于试题分析和研究应进一步关注

有关核心素养、学业质量水平、问题

情境等试题属性与考查思路。另外，

新课程方案提出的素养导向的教学、

强化学科实践、推进综合性学习、落

实因材施教等重要改革举措，以及

“双减”政策的“减负提质”要求，最终

都需要通过各学科一线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落地落实，这对教师的教学、

教研都带来了较大挑战和压力，学校

要采取多种方式为教师提供政策文

件及课程标准解读及培训、提供充分

的教研支持，尤其是要提供关于学科

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价、学业质量标

准、课程内容结构化设计、大单元教

学、学科实践活动设计以及跨学科主

题教学等问题的操作性指导。

二、考生总体表现 三、对教学的建议

表1 初中学考考生作答表现统计表

注：①统计优秀率时，全卷满分值为100分的学科优秀线为85分，全卷满分

值70分的学科优秀分数线按折算百分制后达到85分的标准计算。②统计及格

率时，全卷满分值为100分的学科及格线为60分，全卷满分值70分的学科及格

线按折算百分制后达到60分的标准计算。③G1组、G2组为考生学科总分降序

排列后按人数平均分为 10组后，总分最低的两个组，G1组最低、G2组略高于

G1组，两组人数各占总人数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