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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 五育并举 促进发展

试题注重渗透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第 4 题“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第 24 题科普阅

读题“云中探秘问苍穹”，将我

国 在 载 人 航 天 、气 象 探 测 等 方

面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融入试

题 ，引 导 教 学 关 注 物 理 课 程 与

传 统 文 化 、科 技 进 步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联 系 ，引 导 考 生 树 立 科 技

强 国 的 远 大 理 想 ，增 强 民 族 自

豪感和使命感。

试题体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第 12 题

利用自制器械锻炼身体，第 14 题

洗水果等，这些与体育锻炼、生活

劳动、现代社会及科技发展情境

相联系的试题设计，引导考生逐

渐形成健康生活、热爱劳动、崇尚

科学的价值取向，促进考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立足基础 回归教材 助力“双减”

试题兼顾北京市现行不同版

本教材的内容和教学实际情况，

以考生熟悉的方式和情境，从不

同的角度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

能力层次和思维品质。

1.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考查，体现考查内容的基础性

试题注重考查考生的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旨在引

导教学要夯实基础，为考生终身

发展奠基。基础知识包括物理现

象、物理事实、物理概念和物理规

律。第 7 题运动和力，第 17 题扩

散现象的描述等题目，分别考查

基本概念、基本现象和基本规律

等基础知识，旨在考查考生的基

础知识是否扎实、宽厚。

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包括测

量、读数、作图、实验操作等方面。

第19题密度的测量等多方面考查

考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2.注重对主干内容的考查，体
现观念形成的发展性

物理学科的核心主干内容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对考生的终身

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核

心主干内容包括密度、压强、欧姆

定律、电功和电功率等《课标》要

求的理解层次的内容，以及力和

运动的关系、杠杆、浮力等重点概

念和规律。如第12题考查考生综

合运用压强、杠杆等知识分析在

不同情景中建立模型、解决问题

的能力，第25题考查欧姆定律、电

功率等知识，以及基于图像获取

信息、筛选整合的能力。

3.注重对教材素材的使用，体
现教学评的一致性

试卷中源于教材的图文近 20

处，通过直接引用、拓展改编、再

现课堂等方式，引导教学要回归

教材、注重知识形成过程，探索有

利于激发考生深度参与的情境创

设，让考生在有意义的情境中主

动学习、助力“双减”落地。

第 6 题、第 8 题等直接引用教

材图片或文本，创设试题情境。

第 17（1）、19 题、23 题等通过拓展

改编教材正文或习题，创新试题

的设问方式。第22题等依据教材

编排思路，创设情境，再现课堂教

学过程，引导教学要注重概念和

规律的获得过程，体现教、学、评

的一致性。

彰显学科价值 强化素养导向
——2023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试题特点

北 辰

2023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试题以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据，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出来，把学生的自信考出来，把课堂表现考出来，把实践

能力和阅读能力考出来”为目标，注重全面考查、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考查、注重对发展潜能的考查，坚持“稳中求进”的命题

总基调，助力“双减”，体现物理学科特点和北京特色。

发展思维 实践创新 引导教学

试题加强对科学探究、科学思维

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旨在引导教

师积极探索基于情境创设、问题导

向、深度思维、高度参与的教育教学

方式，引导考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

学会解决实际问题，帮助考生在实际

情境中理解抽象的概念、规律，为考

生的思维发展、实践创新奠定良好的

基础。

1.注重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引
导教学重视科学的探究过程

试题凸显科学思想、科学态度

和科学精神，着重体现探究的系统

性，倡导考生主动获取物理知识，领

悟科学探究方法，发展科学探究能

力。本试卷有 40 分的题目对实验探

究能力进行了系统的考查。全卷考

查科学探究的试题共 12 道，涉及提

出问题、设计实验与制订计划、进行

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交流

评估等要素，将科学探究的要素考

查灵活渗透在试题中。如第 18、20、

21、22 题等。

2.注重科学思维能力的考查，引
导教学重视知识的自主构建

试卷注重从核心概念的理解、重

要规律的应用、重点实验的探究、实际

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设计试题，考查考

生思维过程。试题情境新颖、体现学

科思想的力量，培养考生思维的逻辑

性、灵活性和批判性。

第23题再现了课堂实验，通过创

新设问，引导考生重新审视实验现象，

该题需将串联电路的电流、电压规律

和欧姆定律等知识进行综合应用，还

要借助分析比较、推理论证等思维方

法解决问题，体现对知识的综合性和

思维的逻辑性的全面考查。试题引导

教学关注实验过程中的“真问题”“真

发现”，让考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在真实

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

3.注重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引
导教学重视知识的应用价值

试题重视运用物理概念与规律解

释物理现象、解决物理问题能力的综合

考查，引导考生体验学科的应用价值。

试题通过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综合考查考生对概念规律

理解的深浅度和对知识应用的灵活度。

第26题创新了设问角度，设置了

给自制浮力秤标刻度值这一问题，此

问题源于浮力秤自制过程中的真实需

求。该题使考生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

过程中不断感受科学知识的应用价

值，获得成就感。试题引导教学从“解

题”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将学习任务

与适切的问题情境有机融合，体现知

识的应用价值。

4.注重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查，引
导教学重视科技服务社会发展的教育

试卷多处涉及科技与生活、科技

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境，旨在引发考

生的思考和实践创新，引导教学充分

利用多种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

式，将科学技术教育融入课堂，激发考

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考

生乐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增强科

技强国的责任感。

第 17（1）题创设自制温度计的情

境，引导教学加强考生动手实践的体

验。第 15 题创设油量表电路设计的

情境，让考生在分析的过程中不断思

考创新和开阔视野。第24题以“云中

探秘问苍穹”为背景，向考生展示了我

国在轨气象卫星家族中的新成员——

风云三号G星为实现精准预报降水所

作的突破，在考查考生通过阅读构建

模型、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考生的民

族自豪感，增强考生将科技服务于人

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引导教学联系科技前沿，关注科技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