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据学科特点，融入价值导向，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数学学科结合自身特点，选取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

的素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融入到试题中，引

导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体现民族自信心，增强民

族自豪感，发挥试题的育人功能。

如第 2 题，以节能环保低碳理念为背景，介绍了

2021年全年长江干流 6座梯级发电站的发电量和减少

的碳排放量，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国家科技发展和清洁能

源开发。

如第 7 题，将圆与正五角星相结合，考查轴对称的

有关知识，体现数学美。

如第25题，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比赛项目为背景，

考查模型思想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情

境真实、自然、适切，符合学生生活经验和认知规律，同

时彰显北京特色和北京文化。

二、落实“双减”要求，紧密联系教材，引导教育教
学

1.以学定考，落实“双减”要求
试卷依据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与“课程内

容”命题，考查主干知识、核心能力、基本思想方法。试

卷结构保持稳定，整体设计全卷难度，合理搭建难度梯

度。试题素材源于学生生活所见所闻及课堂所学，试题

表述和设问与学生学习经验一致，易于学生理解，利于

不同水平的学生作答，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评价环境。

2.紧密联系教材，引导教学回归课堂
试题的命制，紧密联系教材，进一步增加与教材关

联试题的分值和比例，引导教师用好教材，学生学好教

材，切实引导教学回归教材，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利用教材中体现出的学科思维与思想方法设计试题，全

卷约80%的试题素材来源于教材，既有教材的例题和习

题，也有体现教材“探究”“思考”等学习过程的题目，如

第1、3、5、8、9、12、18、20题等。

试题以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三大知

识板块中的主干知识为载体，重点考查知识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整体结构，体现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与教材的

内容和呈现形式相一致。

数与代数板块是从代数式及其运算到方程（组）和

解方程（组）、不等式（组）和解不等式（组）再到函数逐

步发展的。如第 17 题考查数及数的运算；如第 10、19

题考查代数式及其运算；如第 6、11 题考查方程和解

方程；如第 18 题考查不等式组和解不等式组。函数

是数与代数板块的主干知识，是研究运动变化现象的

数学模型。它来源于实际又服务于实际，从实际中抽

象出函数的有关概念，又运用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函数的图象与性质是函数的主体，通过对函数图

象的研究，从图形和数量两个角度及相互联系中，凸

显出函数的本质特征是联系和变化。这既是函数教

学的主线，又是函数学习的主线。如第 8 题，用图象

刻画实际生活中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第 12、22、

26 题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研究反比例函数、一

次函数和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如第 25 题将实际

问题抽象成函数模型后，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解决问题。

图形与几何板块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几何直

观、推理能力为核心，通过研究基本几何图形的性质，

积累有关知识与经验，借助几何直观，运用推理，探索

图形变化的性质，发现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图形的不变

量与不变关系，并建立图形与坐标的关系。如第 14、

15 题是对角平分线、相似的基本性质的考查；如第 21

题考查特殊平行四边形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第 24 题

考查圆的有关性质；如第 27 题从图形运动变化的角

度，通过操作、观察、猜想得到结论，再用演绎推理证

明其结论成立；如第 28 题从图形与坐标关系的角度

出发，探究运动变化过程中图形的不变量与不变关

系。

统计与概率板块重点突出对统计全过程的考查，在

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描述的基础上，考查了平均数、众

数、方差在分析数据分布情况时的作用，以及样本估计

总体的思想，着重考查了对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数据中提

供的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了学生获取有效信息并

进行统计推断的意识。如第13、23题，素材选取于学生

课堂学习中的例题和习题，与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经验一

致，在学生经历统计全过程中，树立数据分析的观念，发

展运用统计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卷整体设计源于课程标准的要求，试题设计突出

了教材是学生学习的根本，引导教学回归课堂，充分发

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

三、扎实基础，突出过程，体现应用，关注思维

1.扎实基础，落实“四基”要求
在试题命制中充分考虑“疫情”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

验。如第 1、2、5、9、10、11、12 等题考查基本知识；如第

3、17、18、19等题考查基本技能；如第4、6等题考查基本

思想；如第8、13等题考查基本活动经验。

2.突出过程，重视知识形成
如第20题，考查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证明过程，素

材源于教材，体现知识形成过程，引导教师教学和学生

学习不仅要关注结果，也要关注形成结果的过程。

3.体现应用，凸显学科价值
如第16题，从具体的情境出发，考查数学阅读和逻

辑推理能力，让学生能用数学的眼光发现问题并转化为

数学问题，用数学的思维探索、分析和解决问题。试题

解决思路多样，解决方法开放，要求学生能选择恰当的

方法解决问题，并能对结果的实际意义作出解释，发展

学生数学应用意识。

4.关注思维，体现学科特点
如第28题，以平移和中心对称为载体，考查学生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和积累的数学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题定义了“对应点”，先研究特殊的“对应点”，继而研

究一类“对应点”的特征，再结合图形的运动与变化，从

不同角度研究“对应点”以及与“对应点”有关的变量，展

现了学习新知的一般过程。这类试题不只局限于对知

识本身的考查，而是通过创设适切的数学情境，以实践

操作、探索发现、证明猜想为主线，让学生经历探究和解

决问题的过程，能够有条理地思考问题，并用数学的语

言清晰严谨地表达思考过程与结果。

总之，在“双减”政策要求下，数学学科结合自身特

点，紧密联系教材，充分发掘教材中适切的素材，发挥考

试命题助推“双减”政策落地作用，引导教学回归课堂，

引导教师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巩固“双减”成

效。同时，数学学科巩固以往考试内容改革成果，积极

发挥试题育人功能，坚持创设符合学生特点的情景，考

查主干知识，考查核心能力，考查基本思想，考查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构建培养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培养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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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是“双减”政策落地后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首考之年。数学试题的命制以落实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据，以教材为抓手，在稳的基础上，适度创新，把控难度，

在内容和能力考查上做到“三个注重”和“四个考出来”，发挥试题育人功能，结合教学实际，紧扣学科本质，考查数学

思维，突出课堂教学主阵地的作用，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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