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基础教学于实践，育时代英才于未来

北京市 2020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化学试卷，以《高中化学课程

标准》和《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指导意见》为命题依据。试卷坚持立德树人主线，

坚持“四个突出、四个考出来”的北京特色，发挥等级考对教育教学的导向作用。

今年是实行等级考的首年，试卷坚持变中求稳、平稳过渡的指导思想。试题

延续高考北京化学卷的风格，坚持以生活实际、生产实践、科学研究成果等真实

情境为背景，注重全面考查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着重考查学生的学科

思想方法及学以致用的能力。特别考虑到今年“疫情”特殊时期学生的学习状况，

试题在结构设计、问题引导等方面关注学生在考场上的心理感受，努力营造温馨

舒适的答题氛围。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同时，考出北京学

生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等思维特点。

一、聚焦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立德树人价值导向

化学学科促进了文明发展，化学教育的着力点是后备人才的全面培育。既要

传授学科知识，又要培育学科核心素养。试题在揭示科学原理的同时，大力渗透

人文素养，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弘扬科学精神，传递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如

第 1 题展现的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将今年 6 月刚刚发射的

北斗 3 号导航卫星的素材及时反映在试题情境中，潜移默化地培养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第 9 题以雾霾颗粒中硫酸盐生成机理的研究为素材，引导学生关注环

境污染和治理的社会问题。第 15 题中使用高选择性催化剂的电化学方法合成双

氧水，相较于传统方法，对环境更友好，渗透绿色化学的发展理念，鼓励学生认

识化学学科发展的使命。试题通过情境呈现科技进步及社会热点问题，培养爱国

情怀，培育有学识，有志向，有担当的新型人才。



二、联系实际生产生活，突显学以致用命题理念

化学是一门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学科，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题内容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及科技成果，引导学生关注化学与社会发展的关

系。情境素材背景广阔，包括生产工艺、药物合成、环境治理和资源再生等领域

的新工艺新方法。着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突显学以

致用的命题理念。第 2 题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第 13 题展现医药护理中的化

学。第 15 题以双氧水制备的化学史为线索，展现发展历程，诠释了化学学科既

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传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严谨的又是活泼的绵延生命

力和蓬勃朝气。第 17 题废旧 CPU 的资源再利用，以及第 18 题制备精细化学品

的案例，系统展现了基础化学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有助于增强化学学科在

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心理认同。

三、注重实验探究，展现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的灵魂。北京化学试题一贯重视

实验素材的挖掘和开发，引导中学化学加强化学实验教学。如第 19 题，以亚硫

酸钠热分解产物的检验为背景，完整的展示了科学探究的过程。通过设问引导学

生建立分析问题逻辑，运用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进行推理，运用氧化还原原理

与实际实验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获取结论，考查学生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逻辑思

维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对实验探究结果的总结能力。此外，整份

试卷中化学实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科学探究基本能力的考查占比较多。如第

7 题中的溶液配制、物质制备、产物检验等基础实验，第 17 题物质分离基本操

作，18 题从酸溶后溶液中回收铜银单质的实验设计，第 14 题依据实验事实进行

原理分析等。实验试题涉及内容点多面广，反映课堂教学实际。



四、强调知识模块融合，突出学科思想方法

单科等级考试，试卷容量增大，作答时间相应增加，给展现化学学科综合性

特点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等级考化学试题加强了试题的融合度，既有知识模块

的融合，如元素与原理的融合，工艺与实验的融合；也有知识领域的融合，如无

机化学与有机化学的融合。第 7 题基础实验情境中包括无机实验和有机实验，体

现无机和有机的融合。第 17 题，在废旧 CPU 的提金过程中，结合物质性质融

入铜银分离实验方案设计。第 16 题，通过蒸馏出小分子产物促使酯交换平衡正

向进行的设问，不仅仅是有机和无机的简单组合，更是反应原理在指导生产实践

中价值体现的生动案例。

五、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指导教学回归课堂

试题素材注重回归教材，回归课堂教学，重视学习过程，强调基础知识，基

本实验技能，基本科学思维方法。试题鼓励学生将知识的简单记忆升华为对知识

的结构化梳理，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关注实际应用的意识和能力。如第

7 题，所选取的四个实验来源于教材的不同章节，考查不同实验所达到的目的，

要求学生准确理解课本实验的意义和操作要求。第 12 题素材源于课本，从不同

角度考查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关系，引导学生深刻领悟所学知识内涵，鼓励学生建

立系统化的知识结构。第 10 题的素材源于教材，题面给出的是多组物质浓度数

值，意在考查化学平衡原理的逻辑推理能力，考查学生在解决化学问题中的思维

逻辑和解决策略。再如试卷中多次出现盐酸，综合体现其酸性、还原性和络合性，

鼓励学生从不同维度看待物质，通过该类试题的考查有利于学生建立分类与比较

的方法，促进化学知识的结构化。试题紧紧围绕教材内容，或从一个知识点出发

多角度设问，或从一个角度出发涵盖多个知识点，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的学习和



理解情况。素材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引导学生在知识模块中总结出单因素或多

因素的逻辑关系，充分发挥教材的迁移价值。

总之，2020 年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化学试卷延续以往高考北京卷化学试题

的特色。坚持以核心素养为本，素材选取立足真实情境，试题特点宽广融通。试

卷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重视教材本身挖掘，关注化学实验探究，强调化学思维建

立，联系实际生产生活。情境富有时代气息，渗透人文素养，培养爱国情怀。试

卷发挥中学教学导向作用，体现大学人才输送功能。试题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

探索，像工程师一样实践，展现新时代新气象下化学学科的使命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