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道德与法治试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发

挥道德与法治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关键作用。试卷发挥正向引导作用，落实减负提质，促进“双减”政策落地；注重

教考互动，推进“教学评”一体化发展。试题立足学科本质，遵循新课标理念，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基于素养导向的命题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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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坚持思想和价值引领，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引

导学生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体现了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

新人要求。

例如：第 9 题，试题以公安系

统劳模代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便

利和安全保障为情境，引导学生理

解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代表，

创新工作方式，守护百姓安宁，践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 18 题，试题以“学宪法 讲宪法”

系列活动为背景，引领学生在理解

宪法实施的意义、感受宪法原则和

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中，进一步认

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

宪法为人民的理念，从而深刻体会

到尊重人民、关怀人民、爱护人民

是宪法的不懈追求。第 20 题，试

题以“踔厉奋发这十年，我与时代

共成长”为主题，引领学生感受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

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进一步强化青春向党、心系

祖国的责任意识，从而理解“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增进学生对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认同。

总之，试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进学生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高度认同，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落实立德树人，发挥关键课程的育人价值 坚持五育并举，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试题坚持校内教育和

校外教育相结合，注重挖

掘情境的育人价值，将实

践活动、劳动教育的引导

与考查内容有机融合，注

重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修养、法治素养、人格

修养发展水平的考查，体

现考试促进学生发展的功

能。

例 如 ：第 8 题 ，试 题

以国家创造劳动就业条

件、提高劳动报酬、劳动

是光荣职责等为素材，引

导学生深刻领会劳动既

是权利也是义务，在增强

学生劳动意识、树立劳动

观念的同时，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培育法治观念的

核 心 素 养 。 第 16 题 ，试

题以社会公益活动为背

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

展，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在服务社会中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盈

生命、乐于奉献中实现人

生价值，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引导学生增强实践能

力，培育责任意识的核心

素养。

总之，试题引导学生

走出课堂、走出校园，积极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进

学生对国情、社情、民情的

了解，增强爱国情感；鼓励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扩展视

野，提升能力，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让学生亲历活

动探究与问题解决过程，

将试卷打造成鲜活的实践

课堂，提高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

立足学科本质，凸显核心素养的评价导向

依据《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试题正

确处理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任

务、情境之间的关系，坚持价值性

与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引领于知

识考查之中。

在试题情境素材的选取上，真

实性与典型性并重、探究性与实践

性共举，情境呈现方式多样，传递

出满满的正能量、浓浓的育人味。

例如：第17题，试题以人际关系

之尊重原则为话题，以观点争锋的形

式呈现情境，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深刻

理解“尊重”这一核心观点，正确体悟

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尊重原则，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试题任务设置充分体现探究

性、综合性、开放性，注重考查学生

调动学科观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开放性题目的设置让学生面对

实际问题时有话可说，有感而发；

探究性任务的设置则重视学生的

思维过程与方法，使得解决问题与

知识的理解运用密切相关。

例如：第 16 题，试题以学生熟

悉的学校公益社团活动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反观自身参与社会实践

活动的体验，从多角度灵活运用学

科观点说明收获，注重考查思维的

广度。第 20（2）题，试题以党和国

家过去十年的发展成就为背景，引

导学生结合材料思考党和国家以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目标的原因，在精准解读问题的基

础上，深入探究问题、合理分析论

证，真思考、真理解、真认同党的初

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等，培育政治认同的核心素养。第

19题，试题命制思路是基于材料情

境创设的研究性学习任务：任务一

是发现“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东数

西算”三大工程的共同点，任务二

要求阐明三大工程实施的重要意

义，引导学生在准确理解新发展理

念的基础之上，运用学科知识完成

多样性学习任务，既考查了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从不

同视角全面、深刻认识意义，又体

现了考查的综合性要求。

总之，学生作答试题的过程就

是扩展视野、提升认识、启迪智慧

的过程。

有效落实“双减”要求，回归教材，文化润心

“双减”背景下，试题

遵循思政课育人规律，筑

牢根本，守正创新。试题

重视统编教材育人功能的

发挥，挖掘教材内容与实

际生活之间的联系，引导

学生带着对教材的熟悉

感，走入鲜活的情境，调动

已有认知解决问题，实现

减负增效，达成教学评的

一致。

例如：第 2 题，试题以

教材“从身体和精神两个

层面守护生命”的观点为

题干，以学生当下的主要

生活情景为题支，引导学

生做出充盈精神世界的行

为选择。第3题，试题以教

材“拓展空间”栏目的“乔

哈里窗”材料为题干，引导

学生回忆所学，深化对他

人评价和自我探索与发现

的认识。第4题，试题以教

材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等名言警

句为考查素材，凸显了道

德与法治课程考查此类试

题的立意，即突出育人价

值；学生不因对名言警句

解读的难度而影响作答，

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突出了试题的公平性。第

17题，试题采用教材“探究

与分享”栏目的呈现形式，

为学生创设了“如何理解

尊重”的复杂情境，把学生

熟悉的分析过程、思维方

法与交流方式迁移到答题

活动中，有助于学生轻松

作答。第 18 题，教材中的

“学宪法、讲宪法”是学生

熟悉的问题解决情境，演

讲稿中“宪法的诞生过程”

等是学生熟悉的阅读材

料，这些“熟悉的味道”有

助于学生思考作答。

总之，试题命制回归

教材、连接生活、指导行

为，让试题平和、亲切，有

效达成了落实“减负”要

求、以评促教的目的。

试题遵循“2022 年版

新课标”要求，突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文

化人；试题展示了北京城

市风貌和活力，聚焦首都

发展。

例 如 ：第 5 题 ，试 题

以 老 师 寄 语 的 方 式 ，以

2022 年立夏、小满、芒种

和夏至四个节气为素材，

将师生关系与传统文化

的 考 查 有 机 结 合 ；第 4

题，引用古诗文《诫子书》

中的名言为思考素材，启

发学生立志成长与奋斗

成才；第 12 题，以“仓宝”

的 可 爱 形 象 与“ 仓 颉 造

字”的古代传说，为学生

创设了浓浓文化味儿的

情境，引导学生学习、传

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 第 2 题 中 的 北 京 特

色“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 ”活 动 、第 7 题 中 的 北

京某区推行信用医疗服

务 等 ，这 些 内 容 紧 密 结

合 北 京 社 会 发 展 实 际 ，

激 发 学 生 爱 北 京 、爱 家

乡的热情。

总之，试题引导学生

认识社会、学会做人、学会

做事，体现素养立意，实现

了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方向

引领和学生发展有机统

一，增强了学生为家乡发

展作贡献的责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