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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6 试题评价

语语 文文

2024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试题评价
北 辰

2024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试题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在试卷结构、题目

类型和难度等方面保持稳定，在素材选取、试题呈现、问题设计、能力考查等方面，落实语文课程改

革的新方向与新要求。

在测试材料的选择上，

以立德树人为基本导向，以

积极、健康为基本原则，秉

持“评价即学习”的命题理

念，引领学生在成长的关键

节点思考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反思自己做人做事

的情感态度。

（一）体现重大主题教育
的基本要点

2021 年以来，教育部先

后颁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

材指南》《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

南》等系列文件，对重大主

题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试卷选材或直接使用重

大主题教育的材料，如古诗

中的爱国情怀、写作题涉及

的粮食问题；或在材料中融

入重大主题教育的导向，如

基础·运用部分体现出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议论文材

料中使用了与国家安全教

育相关的论据。

（二）引导学生形成文化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语文课程是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

实践性课程。学语文、用语

文的过程也是学生形成文

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的过

程。对身边的文化生活、文

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有助

于学生文化观念的形成；对

不同文化观念的比较有助

于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基础部分的选材引导学

生关注文化空间的建设思

路与成果，让学生看到历史

和现在，思考未来；古诗文

默写让学生关注传统文化

的思想光芒，感受到文化传

承的力量；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涉及汉字书写教育，引导

学生探索如何用科学的方

式继承文化传统；现代文阅

读让学生看到前辈学人弘

扬中华文化的方式和做出

的努力。

（三）启发学生独立思
考，探索未来发展方向

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学

生，需要面对未来发展的重

要选择。试卷选材能够起到

引领学生独立思考的作用。

基础部分的情境和作文

（1）的导语呈现了未来社会

需要的学习方式；古文体现

出高雅的审美情趣；非连续

性文本提出了现实生活中

的新问题；现代文阅读表现

出做人做事交友的端正态

度；议论文写出了国家战略

方向与培养计划……都在引

导学生思考自己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应该用什么方

式学习和生活，启发学生探

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要求

学科教学落实“做中学”“用

中学”“创中学”的理念，进

一步提高学科教学的情境

性、综合性、实践性。试卷

的题目设置充分体现出这

一理念。

（一）用真实的情境提高
学习投入的水平

学生的语文素养是在情

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也需要

在情境中展现。试卷中的情

境设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

投入水平，更好展现自身的

语文素养。

基础部分整体设置日常

生活情境，以增加学生完成

题目的代入感；试题部分设

置跨学科学习情境，提示学

生调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

题。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

读、古诗鉴赏设置文学与文

化体验情境，营造了良好的

情感体验氛围。

（二）用作答要求提示学
生关注思维过程

学会思考是学会学习的

重要方面。试卷在题干中明

确给出了作答的过程性要

求，提示学生用高质量的思

维过程保证高质量的作答。

名著阅读的要求明确了

答案的整体结构，引导学生

因实出虚，立足整体内容、具

体情节展开分析。现代文阅

读的题干设置给出了作答过

程 ，提 示 学 生 先 理 解 再 赏

析。议论文的选择题提示了

分析角度，提醒学生关注论

点、论据、论证的关系。凸显

这些在教学中需要进一步加

强的问题，给出了提高“教与

学”质量的方向。

（三）用教材内容强化教
材的指导意义

教 材 不 仅 提 供 教 学 资

源，也提供教学方法和教学

改革的要求。用好教材是提

质增效的重要前提。试卷在

多个方面落实“回归教材”，

以强化教材的指导意义。

基础部分的试题完全对

应教材的知识系统；古诗文

默写、鉴赏均直接使用教材

选文；文言文由教材选文引

出课外文段。多道题目直接

使用教材练习系统的表述方

式。作文题（1）的导语“可以

丰富见闻，开阔视野”引用八

年级（下）第五单元的单元说

明，考查点源自该单元的写

作活动要求；导语提示的内

容“故宫、人民英雄纪念碑、

香山、居庸关、卢沟桥、漕运

码头……胡同古镇、奥运场

馆 、美 丽 新 农 村 ……”涉 及

《故宫博物院》《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

纪念碑》《乡下人家》《詹天佑》

《中国石拱桥》等小学、初中

学过的课文，意在唤醒学生

的学习体验，打开写作思路。

科学的命题理念是提高试题

质量的基础。2024年，进一步完善

了测试框架，增加了测试文本类

型、测试题目功能，为命题工作的

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整体分布测试内容，准确
定位题目的测查功能

试卷整体结构与 2023 年保持

一致：基础·运用、古诗文阅读、名

著阅读、现代文阅读、作文。在考

查要求上，试卷考查识记、理解、评

价等认知能力，确保试题测查方向

符合设计意图。精心打磨题干表

述和作答要求，使之准确呈现测查

要点，充分发挥测查功能。

（二）反复打磨试题语言，准确
呈现文本信息和作答要求

试卷选用的现代文是名家写

名家的经典文章，但跟学生熟悉的

文学类文本语言表达方式有比较

大的差异，经过反复打磨，文本能

够以“友好”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

前，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需要说

明的是，设置命题点的语句保持了

文章原貌。试卷选用的议论文涉

及国家战略问题，需要充分研读政

策文件，在此基础上按照初中议论

文的教学要求打磨文字，以便学生

能够尽快和文本建立关联。

在题干的表述上，本次命题优

化了基础·运用部分对情境的表

述，细化了简答题的作答要求，丰

富了作文导语部分的语言内涵。

（三）依据语言运用的具体要
求，兼顾限制性和开放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严格的

使用规范，文学语言在规范性的基

础上还要体现灵活性和创造性。

试卷依据语言运用的具体要求，平

衡了试题限制性和开放性的关系。

试卷中的成语使用、词语理

解、病句修改、古诗文默写、信息提

取与概括等，都要求学生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体现出表达的规范

性和限制性。试卷中的名著阅读

题，学生可以在划定的书目范围内

选择自己熟悉的作品，根据限定的

作答要求使用个性化的表达方

式。两道作文题任选其一，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积累选择。作文题

目的导语均给出了思考方向和选

材空间，有利于学生建立题目与生

活的联系。作文题（1）限制了文

体，但题目可以自拟。试题限制性

和开放性的平衡，对学生的思维品

质提出了要求。

试 卷 使 用 的 材 料 涉 及 北 京

坊、箭杆胡同 20 号、建国路 75 号

数字艺术园区、北京城市图书馆

等多个文化活动场所，引领学生

关注北京的文化传承，突显了北

京首都的文化气象；作文（1）从中

轴路以及新设立的北京三大文化

带入手，引导学生关注北京的自

然风景、人文历史，从更多更深的

层面去了解北京、思考北京。

试 卷 内 容 涉 及 公 共 文 化 生

活、人才培养方向、科技发展带

来的机遇与问题、粮食问题与饮

食文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

些 都 是 学 生 应 该 关 注 的 重 要 问

题。试卷选材包括杜甫、巴金、

曹禺、黄裳，钱学森、邓稼先等文

化名人与科技精英，他们都是应

该为学生树立的榜样。作为北京

的中学生，应该有历史的眼光、

现 实 的 视 角 ，应 该 关 注 重 大 问

题，受到重要人物的积极影响，

这也是试卷应该呈现的首都元素

和首都气象。

2024 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语文试卷关注学生在生活中学

语文、用语文的真实情境，关注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致力于

引领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提高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充分展现

语文素养。

坚持价值引领 落实育人目标 坚持素养立意 落实课标要求

体现改革方向 助力“教与学”的发展

突显区域特色 反映首都发展新成就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