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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考 新形式 新思维

生物、地理学科首进中考
6月26日是北京新中考的最后一天， 生物学科首进中考， 化学、 生物首次合卷， 首次增加地理学科

的考试， 历史作为选考科目首进中考。 多个第一次， 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命题思想和教改思路？ 北京教
育考试院和多位专家对此进行了详细点评， 为今后相关学科开展教学指明了方向。

2018年是历史作为选考科目正式
进入中考的第一年。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
示， 今年中考历史试题选材与学生生活
密切相关， 体现了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的激励式命题理念， 没有阅读障碍， 学
生易于接受， 不同层次学生都能得到充
分发挥。

部分题目有选择作答的空间。 例如
第33题材料二提供了三本不同书籍， 学
生可选取自己阅读过或最熟悉的一本书
答题； 第34题材料四对北京中轴线申遗
标准理由的解释， 学生也可以选择性回
答。 部分试题设问具有开放性， 例如33
题材料四谈对阅读方式变化的看法， 学
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 从不同角
度进行说明。

试题整体设计凸显北京特色。 例如
选择题第3题西周分封制和第9题清朝加
强边疆管理等内容 ， 都与北京历史地
理、 文物古迹有机结合， 拉近了生活与
历史的联系。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 丰
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和独具特色的京味文
化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试
题的设计将其与综合社会实践活动相结
合。 如第34题以考察北京中轴线为情境
设计， 第五问要求学生提出一项助力北
京中轴线申遗的行动建议， 通过让学生
运用历史知识， 结合自己在校内外生活

中的板报 、 文化创意小礼品等实践积
累， 提出可实行的建议。

参与历史学科点评的高级教师包括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丁丁、 东城区教
师研修中心孔东梅、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
山分院王洪云、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王
绯 、 北师大三帆中学陈化锋 。 他们认
为， 试题充分挖掘北京 “文化中心” 的
历史学习资源， 用实践情境提升学生的
思维品质， 倡导学生发展为立足传统文
化， 具备国际视野， 富有创新精神， 强
于实践操作的 “新北京人”。

专家提出 ， 考试内容古今中外混
编， 突出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和联系； 考
查学生合理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彰
显历史服务现实的功能。 如第7题考查
辽、 宋、 夏、 金朝代的演变以及时代特
点； 第12题以国土的割让为线索， 考查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 32
题第3问概括中国旅游的变化， 原因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
政策， 人民收入提高， 生活水平提高。

同时依据北京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
际来创设情境， 引导学生用历史的智慧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凸显北京特色。
如第34题是开展北京中轴线的考察活
动， 让学生 “触摸” 身边的历史。

本报记者 任洁

今年中考首次增加地理学科， 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地球第三极、南海的位置
范围等社会热点进入考题。 北京市2018
年中考地理学科命题组表示， 命题将中
考对初中地理教学的导向作用放在首
位，试卷形式和内容均有创新。

试题内容依托课标， 实现考点高覆
盖， 涉及50多个考点， 重点考查区域位
置和分布、 区域特征、 区域差异、 区域
联系等主干知识， 考点分布均衡。

全卷照顾到学生的差异， 用试题内
容的开放性提供可选择的空间。 如关于
北京市供水水源的变化和影响的答案不
止两个， 学生任答出其中两项， 合理即
可得分 ； 从 “亚洲水塔 ” “地球第三
极”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中
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 中任选
其一等。

命题组认为， 试题关注初高中内容
的衔接和水平的递进， 为高中教学内容
把握提供教学参考， 对初中地理教学将
发挥重要的教学导向作用。

参加点评的教研员包括北京教科院
基教教研中心陈红、 高振奋， 朝阳区教
育研究中心李文胜， 大兴区教师进修学
校孙宪云， 以及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教师
宗连杰 。 他们认为 ， 地理试题难度适
中， 关注生活， 联系实际， 注重考查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对初中地理教学具
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突出考查学生的人地协调观、 综合
思维、 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力等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 例如选择题第30题考查南
海的位置范围； 综合题第41题通过 《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 认识家乡的发展； 选
择题第38—40题， 用乒乓球、 木板、 铁
丝等物品制作简易模型演示地球运动，
考学生的课堂表现和积累。

几位专家对一线同行今后开展教学
复习提出建议：第一，要关注课堂，注重
基础， 引领学生从课本的学习到真实地
理环境中的学习，而不是单纯知识的记忆。

第二要关注生活实际， 引领学生充
分利用图文等学习资料， 地图工具和地
理方法学习地理， 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
践相结合， 养成在生活中观察、 思考、
解决问题的习惯。

第三要关注传统文化、 关注时事热
点， 注重平时的积累。

第四要渗透学习方法， 注重对学生
学习能力的培养， 借助综合思维， 深化
区域认知。

第五要加强实践活动在学习中的作
用， 注重不同形式的地理学习， 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 在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
单独计分的前提下， 试卷中仍然有大量
取材于实践活动的题目。 教师在实际教
学中要综合设计，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
参与到学习中。

本报记者 任洁

基因库建设、 太空育种技术、 西山
森林生态系统……2018年是生物学科进
入北京市中考的第一年。 北京教育考试
院介绍， 试题以贴近考生社会生活和实
践、 贴近教材的内容作为命题情境， 考
查考生对初中生物主干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 考查实验探究能力、 问题解
决能力。

如第8题以位于我国深圳的世界第
四大国家基因库及其建设的意义为背
景； 第10题以我国科研工作者利用太空
育种技术培育高产辣椒 “航椒11号” 为
背景 ； 第20题引用我国古代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 与学科前沿领域的突出成
就紧密联系， 引导考生运用所学的生物
学知识指导健康生活， 体现了生物学科
的实践价值。

试题素材的选取贴近教材、 贴近考
生生活和实践， 注重对课程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 使考生感到亲切熟悉。 如第11
题 “植物繁育” 和第15题 “发酵应用”
来自北京市初中生综合实践活动； 第16
题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资料来自地方
课程资源。

同 时 ， 试 题 对 考 生 的 考 查 注 重
“宽” 与 “活”， 引导教学聚焦思维过程
的指导和思维方法的培养， 同时引导教
师在教学中注重实验探究能力的培养，
摒弃纸上谈兵， 做 “真” 实验、 “真”

探究。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荆林海、 乔文军， 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杨涌、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薛红、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陈淑香几位点评专
家认为， 试题总体感觉平和亲切， 贴近
课堂教学， 答题过程中学生能够产生获
得感和成就感。 如第1题考查生物体结
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第2题考查单细
胞生物生命活动特点； 第4题考查观察
人体口腔上皮细胞实验结果； 第9题考
查对人类性别决定； 第11题考查植物生
殖方式等， 这些题目的考查内容是主干
知识和重要概念， 学生熟悉， 上手快。

尽管中考生物试题只有45分， 但考
查覆盖 《考试说明 》 全部知识内容的
75%以上， 其中Ⅱ级要求的内容占80%
以上。 试题突出主干知识的考查， 引导
教学回归教材， 重视基础知识， 聚焦核
心内容， 摒弃 “死记硬背”、 “题海战
术”， 减轻课业负担。 通过不同梯度的
问题以及开放性问题的设计， 为不同发
展水平的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考出课堂
表现。

试题情境创设的形式多样， 图文并
茂， 如第7、 9、 13、 17、 18、 19、 20题
都用了不同形式的插图或数据来突
出情境。

本报记者 任洁

今年化学学科是选考科目， 与生物
学科同场进行。与2017年相比，考试时间
减少，满分分值减少至45分，删减了物质
组成与变化分析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和点评专家表示，
化学试题素材选取关注社会热点， 体现
我国化学、科技领域的新成果，关注对学
习过程的评价，从考查“解题”能力转向
考查“做事”能力。试卷中选材密切联系
生活、生产实际，体现化学学科在解决生
活实际问题、 制造人类社会必需产品等
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充分关注我国在
保护环境、 变废为宝等方面采取的有效
措施，以及我国在新材料研发、新能源开
发利用等方面的成就。

今年化学命题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
正在逐步实现从考查“解题”能力向考查
“做事”能力的转变。例如第14题，考生结
合干热岩发电示意图分析， 不仅了解干
热岩发电的原理， 还要从微观角度分析
能量传递过程中物质变化的实质。 第15
题要求考生通过对实验数据图的分析，
发现溶液PH对过氧化氢作为增氧剂的
使用效率的影响。

考试院表示，今年试题难度适中，总
体上保持相对稳定，题目数量、题目文字
量及考生答题文字量大幅度减少， 但考
查内容广，几乎覆盖了《考试说明》中考

试内容部分的全部要求。 试题的呈现形
式和考查角度进一步创新， 注重试题的
开放性设计，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教
学有引领和指导作用。

参与点评的高级教师包括北京教科
院基教研中心黄冬芳、 北京教育学院宣
武分院李春红、 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商
晓绪、 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
赵瑞玲， 以及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特级
教师刘桂军。

他们认为，试题中近2/3的素材源于
教科书和课堂教学， 有利于学生在熟悉
的情境中巩固核心知识。 选择题以较易
试题为主， 考查内容及设问角度都是学
生较熟悉的基础性知识。 科学探究及基
本实验部分近20分，占近50%，体现了对
创新意识和实验能力的考查。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题考查量和
分值所占比例最大， 考查内容多源于教
科书， 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重点和基本
内容 。为防止题海训练给学生带来思
维定势，试题有意做了适宜变化。例如生
产实际分析题是两道题， 而各区命制的
模拟卷中通常为一道题 。化学计算内
容没有作为填空题出现，而是融合在选
择题中，既降低计算难度，又改变了考查
形式。

本报记者 任洁

历史

凸显北京特色 彰显服务现实功能
地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入考题

生物

引导教学回归教材 摒弃“题海战术”
化学

从考查“解题”能力转向考查“做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