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查关键能力的全面性和进阶性
体验系统的科学探究与综合实践

三三

1.简单再现类试题紧密联系课堂教学
和教材

选择题第 1-23 题、生活现象解释题

的第 26 题、第 28 题等，突出课程标准和

教材中主干知识的简单再现。其中直接

使用教材的比例为 30%，强调对基础知识

的考查；创新应用教材的比例为 40%，强

调基础知识的简单应用。

2.加工整合类试题重在熟悉情境的关
联应用

试题引用“碳中和”“航天领域”等社会

度关注较高、学生熟悉的素材，体现化学对

人类生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同时突出学以

致用的育人理念。第 20-24题、科普阅读理

解题，以主题的形式将情景与知识有机整

合，渗透学科与生活的关联，引导学生懂得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学会用知

识和素养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学习观。

3.证据推理类试题突出高阶思维的逻
辑特征

第33题（3）、第34题和科学探究第37题

的设问，或问考查目的、或问结论、或问考查

原因或证据等，其指向是考查学生在解决问

题中，是否具有基于事实进行证据推理、推

测物质及其变化的思维能力。

4.实践能力类试题强调综合问题的系
统思维

实践类试题取材于真实而综合的事

件，对学生而言陌生且复杂。例如生产实

际分析题第 30 题、第 31 题和科学探究题

第 37 题，试题信息量大，解决这类问题需

要学生基础知识扎实、科学方法灵活、逻

辑清晰、思维有序。这几道题的考查内容

简洁、试题结构清晰，避免了学生过早陷

入问题细节的处理，体现对学生系统化思

维的考查。

以第 37 题为例 ，试题开门见山直接

介绍做事的目的及实验的数量和关系，

帮助学生明确问题解决方向；再引导学

生利用溶液配制等核心知识和变量控制

的方法分别处理具体问题，提高问题解

答的精准度。这种结构化呈现方式帮助

学生将学习逻辑转化为试题逻辑、做事

逻辑，从而提高学生灵活处理综合性问

题的能力。

试题充分体现了能力立意的命题指

导 思 想 ，全 面 考 查 了 接 受 吸 收 整 合 信

息 、实 验 探 究 、分 析 解 决 问 题 等 化 学 学

科的关键能力，体现了能力发展由低到

高的水平进阶。

试题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

生将化学学习与科学研究、社会

生活关联，在应用学科知识、技能

和能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

学生化学学业情况。

1. 认识物质组成、变化及分
析相关实际问题的情境

第 20-24 题以化学在航空航

天领域的应用为实际问题情境，

考查元素种类、元素周期表中的

信息分析，引导学生从元素角度

认识物质的组成；还考查依据化

学反应中原子种类和数量不变推

求未知生成物的化学式，利用微

观示意图分析二氧化碳与氢气的

化学反应，引导学生依据化学变

化特征，从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

量角度分析、解释真实情境中物

质的转化。

2.实验探究情境和实践活动
情境

第 32-36 题，基本实验原理

及分析试题的情境大部分源于

教材原型实验装置 ，既有学生

必做实验，如氧气实验室制法、

铁丝在氧气中燃烧、利用红磷

和白磷探究可燃物燃烧条件、

金属性质的探究 ；也有教材上

的 经 典 实 验 ，如 电 解 水 实 验 。

部分实验是教材实验装置上的

简 单 变 式 ，如 用 T 型 管 探 究 二

氧化碳与水反应、利用井穴板

研究酸和碱的性质。

第 37 题，科学探究任务取材

于利用絮凝剂净化水，包括两部

分：配制水样和絮凝剂溶液，探究

影响水样净化效果的因素。其中

既有对学生必做化学实验的考

查，又有对应用控制变量思想和

方法分析多因素实验的考查。

3. 常见的生产生活和社会
情境

第 1-9 题都是化学与生活、

生产息息相关的情境，涉及到金

属材料及应用、食物酸碱性、垃圾

分类、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化学

肥料、化石燃料、工业炼铁、灭火

措施等内容。情境素材多取材于

教材中的原文，学生非常熟悉且

与生活联系密切。

第 28 题，这道生活现象解释

题的情境是为家人做午餐，渗透

了劳动教育，引发学生从营养物

质角度分析食材；分析做馒头用

的小苏打和燃气灶中天然气的物

质组成；依据铁生锈条件解释铁

锅清洁后擦干的目的。

第 29 题，科普阅读题的情境

是碳中和背景下的二氧化碳吸

收，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

会责任担当。图文并茂的非连续

文本延续了命题风格。

第 30-31 题，生产实际分析

题的情境既有学生较熟悉的物理

变化为主的海水制盐，又有较陌

生、物质转化较复杂的镁还原法

生产硼。不同类型的情境考虑到

学生的差异性，承载了丰富的考

查角度。

二二
设计灵活多样的问题任务

激活判断、表征、解释与推理的科学思维

试题设置了选择判断、解释

推理、符号表示等多种类型的问

题任务，客观题、主观题分配合

理，开放度适宜，利于展现学生思

维的多元化。

1.传统选择题中的小新意
选择题加强了小主题设计，

主题选材角度多样，既有初中

化学核心知识，如第 10-13 题构

成的氧主题，体现化学学科研

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也有打

包生产生活的常见现象构建而

成的主题内容，体现与生活的

密切联系；还有第 20-24 题这样

紧密联系前沿科技的试题，突

出化学在能源、材料等领域为

推 动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所 做 的 贡

献。

有些试题在常见组合和呈现

方式上有所变化。第 17 题从水

与氧化钙反应、水净化中的蒸馏、

水的组成、硬水和软水检验四个

方面设计选项，引导学生从多角

度认识水这种重要物质。

2.主观性试题中的小变化
主观性试题在保持以往开放

性、选择性、素材创新应用等特色

的基础上，对作答内容有更多思

考和设计，减少作答书写量，降低

表达难度，在问题设计上又有创

新和突破。

第 35 题，整体设计、局部设

问，特别增加了可选做的设计，

为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

既有助于帮助其形成系统思维，

又有利于引导其关注重点并准

确作答。

第 38 题 ，将 基 本 实 验 与

科 学 探 究 融 合 ，突 显 基 本 实

验 在 科 学 研 究 中 的 作 用 ，有

助 于 帮 助 学 生 领 会 规 范 操 作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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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试卷以《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命题依据，体现了“双减”文件精神，加强

了与教材、课堂的联系，充分考虑学生化学学习的实际情况，“以学定考”。

试题充分考虑北京市初中化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突显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性，保持了北京市命题风格的连续性。本套试题

可以起到评价学生学业质量达成程度的作用，对化学教学改革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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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选取紧密关联学科内容的情境素材

链接鲜活、丰富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