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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中考”第二天 考生“赶考”思想品德

“非遗课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入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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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大学
生入伍” “共享单车被侵占” 等
社会热点话题纳入中考思想品德
试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 今
年的思想品德试卷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体现依法治国， 面向社会生活，
彰显时代主题， 注重考查学科思
想和学科方法， 注重考查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试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导向， 引导教学关注 “为谁培
养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
养人” 的根本问题。 例如第1题
以党的十九大为背景， 考查学生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认识； 第2题考查学生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的
了解。 试题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
治 ， 增 强 政 治 认 同 和 国 家 观
念 ， 如第26题以改革开放四十
年为主题， 以我国经济总量在世
界上位次的提升、 春运的变迁为
载体， 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

试题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挖掘资源、 创设情境， 让学
生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引导教学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 例如第8题对 “海内存知

己 ， 天涯若比邻 ” 等诗句的理
解； 第14题取材于北京市初中开
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提供的绢人、
剪纸、 鲁班锁等依托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开发的课程。

同时， 试题注重考查学生的
法治精神，考查宪法知识，助力学
生增强宪法意识。 例如第13题选
取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
“在校大学生积极应征入伍”“某
人将共享单车据为己有”等，考查
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对事件进行分
析、判断的能力；第24题以“初中
生学习宪法 ”“高中成人礼赠送
《宪法》”“国家宪法日宣传宪法”

为背景，考查学生对遵守宪法、捍
卫宪法尊严等的认识。

选材贴近现实生活， 注重社
会实践， 强调运用所学知识灵活
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社会
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 。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尽其所
能， 有所回答。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金
利、 西城教师研修学院蒋凤、 朝
阳教研中心刘秀洪、 密云区教师
研修学院范海红、 广渠门中学马
秋玉 （以上均为中学高级教师）
认为，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关注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思想品德

学科的使命所在。 试题紧扣时代
脉搏， 关注国内外重大时事， 关
心学生实际问题，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命题在素材的选择上， 注重
突出思想性 、 时代性和首都意
识、 北京特色。 如从 “量子号团
队” 到 “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致
市民的一封信”； 从 “机器人能
不能完全代替教师” 到 “北京市
的对口援疆”； 从 “做好垃圾分
类活动” 到 “京津冀协同发展”，
情境背景融入时事热点话题， 符
合贴近时代、 贴近社会和学生生
活的要求。 本报记者 任洁

物理是北京市2018年中
考选考科目， 与2017年相比，
今年的考试时间减少半小时，
满分值减少10分， 变为90分，
题量减少11道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 ，
物理中考试卷对试卷结构 、
题型分数和试题难度做了相
应调整 ， 注重基础 、 主干知
识和基本能力的考查 ， 并且
创设开放的问题情境 ， 分层
设置评价标准。

参与中考物理试卷点评
的高级教师包括有北京教科
院基教研中心秦晓文 、 朝阳
区教研中心翟磊、 东城区教
师研修中心冯鸣 、 北京教育
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
鲍建中 ， 以及顺义八中的中
学正高级教师梁学军 。 他们
认为， 今年物理试题总体难
度稳中有降 ， 试卷结构略有
调整。

试卷重视基础知识 、 基
本技能与基本方法考查 ， 体
现了社会、 生活热点及社会
大课堂的相关内容 ， 并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具体题目
中。 不仅注重考查学生九年
的知识、 能力积累 ， 还引导
学生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现
象， 解决实际问题 。 选材涉
及衣、 食、 住、 行等生活问
题， 以及能源、 科技等生产
领域的实际问题。 例如第2题
中屏幕上的神奇手影 、 鸟巢
美丽倒影， 第8题中不同节气
中形成的壮丽自然景观 ， 第
22题中冬奥会项目中运动员
矫健的身姿等。

5位教师对一线同行今后
开展教学提出建议 ： 为学生
创造认识国家、 融入社会的
窗口， 创造了解传统 、 认识
传统、 继承传统的机会 ， 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
课堂及课后教学。 注重基础和应用， 让学生
了解 、 体会 、 理解物理学科相关的思想方
法， 甚至能将物理学科的某些思想方法自发
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 。 密切联系社会实
际， 让学生熟悉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相关的
物理问题和模型的过程， 让学生养成用所学
的物理知识解释生活实际问题的习惯。 教学
中要充分挖掘多样的教学资源， 利用学生日
常生活中的科学问题， 组织学生进行合理的
探究活动。 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 关注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 。 鼓励和引导学生走出课
堂， 组织学生参加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任洁

英语试题取材实际生活， 摒弃死记硬背， 重点考查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北京教育考试院
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特级教师蒋京丽、 高级教师何煜， 海淀区教师进
修学校高级教师孙铁玲，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高级教师陈芳， 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中级教
师李珍珠对今年中考英语卷进行了点评。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 试题难度
结构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略作调整，
注重基础， 避免繁、 偏、 难题， 旨在
引导教学多关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 ， 为下一阶段的英语学习夯实基
础。 例如完形填空着眼于实词和高频
词考查； 阅读理解试题中， 获取具体
信息和简单推断这两项强调基础的试
题占了很大比例。

试题所选素材贴近考生、 贴近生

活、 贴近时代， 例如阅读理解中有课
外实践活动、 团队合作、 绿色家园、
自我提升等话题； 书面表达包括写电
子邮件和投稿两个任务， 内容和任务
形式均为考生所熟悉。 另外， 命题在
适当位置设计了必要的图片， 辅助文
字传递有效信息， 容易被考生接受。

作文①要求考生写一封电子邮
件， 突出 “做事”； 作文②要求考生
就 “节约是美德” 话题写一篇短文投

稿， 注重 “说事”。 话题不同、 形式
不同， 任选一道作答， 给考生更多的
选择空间。

试题注重对语言基本技能和基础
知识的考查， 避免了孤立考查知识点
或对知识的机械记忆。 素材选取兼顾
教育性、 人文性和趣味性， 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了单一枯燥的说教 。 例如
“完形填空” 一文通过游戏的形式说
明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寓教于乐。

考试院：
考查“双基”知识 避免繁偏难题

教师：
侧重真实语境 贴近时代生活

5位教师代表认为， 英语试题类
型和试卷结构均有调整， 体现了稳中
求进的改革趋势。 试卷考查和促进考
生用英语做事情， 聚焦对英语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兼顾了考生多
元化、 多层次的差异， 避免对语言知
识和语言技能进行孤立 、 机械的考
查， 积极创设贴近考生、 贴近生活、
贴近时代的情境， 体现了以学促用，
学以致用的考查特点。

分板块看。 单项填空由2017年的
10道小题共计10分， 变成12道小题共
计6分， 覆盖了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
中要求的主要语法项目， 增加了对动
词时态语态的考查力度， 共计5道小
题。 试题贴近考生生活， 所选语境包

括兴趣与爱好， 家庭生活， 工作和职
业， 体育健身， 居住环境等。

完形填空体裁是记叙文， 讲述了
一个公司里对工程师合作意识的团队
建设故事。 考生需要总览全文， 在语
篇层面整体理解 “找气球” 游戏的三
个层级 ， 理解整个游戏中蕴含的道
理———合作才能快速解决问题之后，
才能选择正确的词汇。 故事中多处使
用被动语态、 从句和非谓语动词， 增
加了考生理解的难度。

阅读理解部分话题和内容丰富，
涵盖了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和人与自
然三大主题。 其中阅读A篇内容是四
个考生在聊天群里交流自己上个周末
所参加的课外活动， 如学校组织的实

践活动、 参加慈善会议以及乐队演出
等； 阅读C篇谈到了建设绿色家园的
重要性； 阅读D篇谈到了自我提升对
人成长的益处。 内容和任务形式均为
考生所熟悉。

书面表达部分重点考查了考生运
用语言知识、 有逻辑地表述思维过程
并在主题语境中恰当说事、做事的能力。

注重测试任务的真实性， 促进学
以致用， 以用促学是外语考试和评价
的重要目标。 文段表达部分题目一要
求考生给交换生Peter写一封电子邮件
邀请其参加学校活动， 符合现实生活
中的实际语言运用情况， 促进考生语
言运用能力的发展， 摒弃死记硬背。

本报记者 任洁

英语：取材实际生活 摒弃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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