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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试卷充分体现语文学科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特

点，力求用优质文本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

（一）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
试卷选材努力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中华

民族的文化智慧，体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注重引领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古诗文的考查选材为《论语》、陶渊明的《饮酒（其

五）》，背诵默写的考查选材为《游山西村》《陋室铭》以及

体现立德修身的古诗文名句，涉及中华核心理念、人文

精神和传统美德。议论文的论据涉及毛泽东、闻一多、

袁隆平、雷锋，突出革命传统教育。

（二）体现汉语美感及审美风格的多样性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

祖国语文的思想情感，试卷的选材突出体现汉语使用的

灵活性与创造性，突显汉语独特的美感。

整套试卷的遣词用句平易规范，音韵节奏舒缓和

谐，尽量不使用生僻词句，努力增加学生阅读的流畅度，

让学生产生自然舒适的阅读感受。从语言特点来看，研

学材料科学严谨，古诗平淡蕴藉，《论语》选章古雅深厚，

记叙文活泼真挚，议论文严肃昂扬，作文导语循循启发，

体现出审美风格的多样性。

（三）突显价值引领，启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试卷的全部素材都体现出对学生形成良好个性和

健康人格的关注，体现出促进学生提高思想文化修养的

倾向。

基础运用部分设置的“研学”情境，渗透了感受生物

多样性、关注环境保护的意识导向；非连续性文本，引导

学生关注劳动的价值，重新认识初中阶段的劳动类综合

实践活动，了解未来劳动教育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记

叙文文本能够让学生体会到齐白石先生高超艺术境界

背后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赤诚真

挚情感；议论文突出了家国情怀与坚持奋斗的精神，引

导学生懂得青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责任和使

命担当。

二、落实“双减”，减量、提质、增效

“双减”要求语文教学在遵循语文学习规律的基础

上减少机械记忆，增加实践运用。试卷对“双减”要求的

落实体现为降低、整合与拓展，以实现减量、提质、增效

的目的。

（一）降低全卷阅读和作答的文字量
全卷阅读文字量和考生作答的文字量均较往年有

所降低。减少与作答无关的文字表述，文本表达平易规

范，作答要求明白清晰，情境设置贴合学习实际，能让考

生减少不必要的心理压力，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减少

文字量，缩减阅读无效信息的时间，可以让学生有更多

的时间思考，能够更充分地体现思维水平。

（二）整合考查要点，调整考查方式
试卷将选择字体并说明理由的题目调整为要求学

生用正楷字书写几个字，一方面旨在强调汉字书写在义

务教育阶段的重要价值，强化基础；另一方面，第一道题

目是书写正楷字，能够让学生尽快平复心情，舒缓紧张

的心理。

相较往年，试卷减少了基础运用的 1 道题目。减

少不是单纯地删减考点，而是有机整合了部分测试内

容，将显性考查与隐形考查相结合。例如，学生在语言

表达题中能够表现出修辞格的使用能力与利用标点符

号辅助表情达意的能力，且作文部分有标点符号使用

的赋分，修辞格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即不再单独设题。

（三）增加思维含量，扩大文化视野
思维含量的增加是提质、增效的重要基础，试卷主

要体现为书写与词汇积累、记叙文阅读和写作等方面。

试卷将词意理解与词语正确书写整合，强调在词意

理解的基础上，把握词语正确书写与运用，既是考学生

的识记能力，也是教学生识记的方法；既符合学生语文

学习的规律，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具有导向作用。

试卷在记叙文阅读部分增加了1道主观题，共设置

4 道主观题，体现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视。4 道题目

完整呈现学生阅读记叙文的思维过程，学生整体梳理内

容、品味重点句子、分析表达效果、学习优秀品质，需要

整体感知、分析鉴赏、联系自身形成新的认识，需要打破

浅阅读的思维定势，呈现出理解的准确与深入程度，思

维层级清晰，思维含量高。

两道作文题都写记叙文，都可写实，可想象，都是从

关注自我发展设题。《我创造了新纪录》从个人生活层面

入手，偏重引导学生理性思考人生，引导青少年认识到

每次自我的突破都会让自己比原来更优秀。这是一种

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生活态度。学生可以写现实生活

的方方面面。同时，把学生自我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

步建立联系，自我的突破要融入人类的梦想与追求中。

这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方向，想象自己的未来生活。“我”

既可以是考生自己，也可以设定为他人。《那个星期天》

学生既可写“我”真实经历的生活，也可想象“我”未曾经

历的生活。试卷两道作文题目均为学生提供了想象的

空间，而且需要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情境中展开想象，

强调想象的合理性和创造性。这种设题方式增加了作

文题目的考查功能，提高了思维含量。

此外，试卷既关照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精神

的继承，又强调了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既考虑到面对社

会的心灵丰润，又涉及到面对自然的和谐多元。这些内

容有机融合，相互支撑，扩大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三、回归教材，考出课堂表现

回归教材，强调日常教学中教材的基础性作用，强

调教材内容的教学落实情况，试卷能够考出学生对课堂

学习要点的掌握情况。

（一）将教材内容直接用作测试材料
古诗文阅读直接使用教材选文，将课外拓展题调整

为课文理解题，考查内容指向课堂教学，强调了古诗文

积累的基础性。教材要求的语序调整、论证方法分析等

语文知识，直接成为试卷的测试内容。

（二）用教材内容激活学生的知识储备与情感体验
试卷运用教材内容为学生提供阅读的知识背景与

写作的情感基础。

试卷选用了李可染《我的老师齐白石》作为记叙

文测试材料，文中出现的人物、国画创作的技法以及

国画创作的思想认识基础等内容，与初中语文教材九

年级下册《山水画的意境》内容的一致性较高，学生能

够自然联系课内所学，相互印证，实现互文解读。

作文试题使用史铁生的文章《那个星期天》作为导

语，《那个星期天》是统编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的选文。

史铁生在文中表达的真切情感能迅速唤醒考生共有的

生命体验，激发起考生的写作热情，沟通阅读积累与考

场作文，体现出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内容的延续性，能够

考出学生九年的积累。

（三）呈现课堂教学的思考过程与思考方式
试卷设题关注学生作答的思维过程，呈现课堂教学

真实的思考过程和思考方式。例如，教材名著阅读的教

学要求学生撰写人物小传，学生需要梳理人物的主要经

历，概括人物的性格特点，分析人物的精神品质。试卷

名著阅读题的作答要点再现了课堂学习过程，要求学生

写人物简介，既让学生有熟悉感，又能考查出学生的课

堂学习情况。

四、展现北京特色，关注未来发展

本套试卷突出北京特色，充分体现了北京元素，关

注了北京的未来发展。

试卷设置了在国家植物园做研学。国家植物园

2022年4月18日刚揭牌，由原中国植物研究所与北京植

物园整合而成，是北京人非常熟悉的地方。非连续性文

本阅读内容涉及北京学生熟悉的劳技课程和劳动实践

活动课程的实施与规划，涉及在北京地区各资源单位展

开的各类课内校外劳动实践活动，反映了学生亲身经历

的劳动场景，也反映了学生亲眼目睹的北京劳动教育发

展的基本面貌，能够增加作答过程中的亲切感。这些选

材充分体现了北京元素，展现了北京特色。

此外，这两个测试材料的主体都是社会生活中的

新鲜事物，也体现出北京城市发展的新动向、教育理念

发展的新成果，旨在引领学生关注社会发展，紧跟时代

脉搏。

五、结语：梳理、反思，明方向

试卷继承了重视情境设置、命题科学规范、用评价

指导教学等特点，内容有深厚的文化底色，有包容大气

的气象，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特别强

调“评价即教学”“评价即学习”的理念，帮助学生梳理三

年语文学习的过程，反思学习过程；帮助学生在符合语

文学习规律的思维过程中，完成知识的重新建构，在真

实的情感体验中展现积累。

试卷将历史文化积累与新时代的使命担当结合起

来，将利用语言文字和跨学科实践活动解决学生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在新的情境下整合调动学生的阅读积

累与情感体验，生成新的阅读体验与新的表达，既让学

生获得亲切、友好的作答体验，又推动学习反思与发

展，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既落实教学的具体要求与教材

的具体内容，又明确教学变革的方向，增强教学指导功

能。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试卷在教学

与评价互相促进方面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落实落实““双双减减”” 回归教材回归教材
——20222022年北京市年北京市初中学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试卷特点业水平考试语文试卷特点

北北 辰辰

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试题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据，坚持立
德树人导向，立足“双减”背景，注重考查考生的语文基础，关注知识的迁移、运用，关注问题的解决和思
维过程，依据语文教学评价的发展方向，稳中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