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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养为本的教学已经在初高中课堂如火如荼的开

展。1《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1] 对过去的三维目标进行整合，更加突出化学学科本质，

制定了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2]。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对

高考化学实验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年某一省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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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分析 [3]，或者关注某一省份近几年试题考查趋势变

化情况 [4]。高考化学实验题所占比重较大，呈现形式多

样 [5]，本研究选取 2022 年高考全国甲卷、乙卷、山东卷、

海南卷、湖南卷、广东卷、浙江卷中的化学实验题为研

究对象，从分值比重、呈现形式、考察内容、核心素养

等四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着重分析实验试题对化学核

心素养考查维度以及不同维度的水平层次，为化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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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教学提供参考。

一、2022年高考化学实验题分析统计

1. 实验题的分值及呈现形式

对化学实验题的分值比重、呈现形式进行统计分

析。试卷总分 100 分，题型以单项选择题、填空题为主，

其中山东卷、海南卷和湖南卷设置了不定项选择题。在

2022 年高考化学试卷中，实验题所占的分值比值偏大，

范围在 35%-44% 之间。海南卷和浙江 6 月卷、浙江 1 月

卷所占的比重偏低，分别是 26%、30%、32%。

八套试卷题目呈现信息的形式包括：文字叙述、表

格、图表、流程图、装置图、实验仪器。选择题主要采

用一种形式呈现，填空题采用几种方式综合呈现信息。

化学实验题所占的分值比重大，题型稳定，采用多种方

式呈现信息，避免文字叙述等单一方式表述题目信息不

清晰。题目采用不同的呈现形式有助于学生多角度理解

题目信息，并且有效考察学生对有效信息的提取能力，

检查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化学实验能力积累情况，以

及检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

2. 实验题的考察内容及详细设问次数的统计

基于《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对实验、常见的无机物及其应用、简单有机化

合物及其应用等部分考查要求，对实验题的考察内容以

及设问次数进行详细统计。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

根据考察内容确定设问次数，填空题中每 1 空记为 1 次

设问。所选的 8 套卷考查内容、设问次数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不同省份高考卷注重对“常见试剂的性质、用途、

保存方式”、“物质的制备、检验、分离与提纯”、“实验

操作及解释”、“方案的设计与评价”内容的考察。根据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化学实验题考查内容不同，

对学生认知水平层次的要求也不同 [6]。比如，在识记层

面考查：实验仪器与基本操作；在理解层面考查：物质

的制备、检验、分离与提纯；在应用层面考查：实验方案

的设计与评价。多角度、多层次考查学生的化学实验基础

知识与操作能力、分析推理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分析

参照《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中附录 1[1]（对五个维度学科核心素养划分四个水

平层次），对化学实验题中所考查的核心素养水平层次

进行分析和统计。用英文字母来表示五种维度化学核心

素养，其中“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

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

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五个维度分别用字母 A、B、C、D、

E 表示，每个维度下的水平层次分别用数字 1、2、3、4

表示，数字值越大代表考查难度越高。划分依据参照例

1，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例 1：全国甲卷 27 题（2）中，第一空：在回流装置

中不添加沸石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空：冷凝回流时，采

用什么措施将冷凝管中雾气降低到管高度的 1/3 ？

第一空主要考查维度 C 水平 2。从微观与宏观角度结

合搜集证据，推理硫化钠粗品在溶解过程中存在其它金

属硫化物固体的作用。第二空主要考查维度 D 水平 3。要

求设计具体的实验操作方案使冷凝管中的温度下降，从

而保证管中气雾高度低于 1/3。

图1　2022年高考化学实验题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统计

根据图 1 所呈现的情况，八套卷中实验题注重考查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

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这三个维度。

对“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维度的考查主要集中在

水平 3 和水平 4。在分子、原子、离子等微观层面分析物

质的变化，运用符号表示变化过程并且能通过计算描述

物质变化情况；能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解释或预测

可能发生的反应。例如在全国乙卷 27 题（4）中，要求

根据反应物的物质的量之比、生成物写出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

对“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维度的而言，主要集中

考查水平 2 和水平 3 的达成情况。从宏观与微观、定性与

定量等多个角度分析问题并搜集证据，根据证据推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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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论；理解并掌握物质及其变化的理论模型，能运用

理论模型解释或推断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

对“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维度的考查过程中，各

水平都有所涉及。针对问题能提出合理的假设，并设计

出实验方案；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根据实验现象

和数据得出结论，对实验设计方案进行评价和改进。例

如在全国甲卷 13 题中根据实验目的，分析实验方案、实

验现象和结论的正确性。

二、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

对 2022 年八套高考化学实验题的分析得出：各省份

实验题所占分值比重较大，题型稳定，采用多种方式呈

现题目信息。不同省份的试卷在考查的内容上各有侧重

点。对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考查情况如下：各省份试卷中

的实验题注重考查“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这三个维度。根据研

究得出的结论，提出化学教学建议如下：

1. 注重从“宏观—微观—符号”的角度进行教学

2022 年各省高考化学实验题注重以学科前沿、社会

热点话题、生产工艺为背景，考查内容呈现“高起点、

低落点”的趋势。以学生陌生领域引入，仔细分析题目

信息后，不难发现考查内容涉及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并

且包含课程标准要求的必做实验，比如关于配制一定物

质的量浓度的溶液，除去溶液中杂质离子等相关实验操

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教材基础知识和实验为起

点，注重教学内容的基础性、时代性。高中阶段，化学

课程的课时安排较为紧张，教师要尽可能的创造条件使

学生完成课标上所要求必做实验。教师主动开发具有探

究价值的学生实验，学生在实验探究过程中掌握实验操

作，思考实验中涉及的微观粒子变化，并用化学语言去

描述反应。

2. 牢固树立模型建构的意识，加强证据推理能力的

教学

从 2022 年实验题对“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考

察情况来看，侧重于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考察。学

生在掌握化学用语、实验操作、元素及其化合物、有机

化学基础、物质结构化学反应基本原理等基础知识和技

能的前提下，能依据物质及其变化的证据，通过推理物

质变化的本质和规律。比如，要求在理解氧化还原反应、

离子反应、化学平衡、沉淀溶解、电化学等反应原理的

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结合、定量与定性的角度进行推

理，从而解决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对反

应原理和概念本质理解，注重知识关联的结构化以及认

识思路的结构化。

3. 注重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的培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行，高考不仅仅停留在对学生

基础知识的考查上，更加注重对学生探究能力以及创新

意识的考查。实验题常常涉及大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相关知识或者科学研究前沿性领域，这对高中生来说是

陌生的。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尝试提供真实

的“科学 - 技术 - 社会 - 环境”（简称：STSE）问题、化

学史等情境素材，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引导

学生在情景中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探究问题，学生按照

科学探究的思路，在假设与猜想、设计并实施实验、得

出结论及建构模型、反思评价与表达交流等一系列过程

中，形成并发展探究能力。

三、结语

对 2022 年高考化学卷中实验题的分析与总结发现：

高考试卷除了考查学生对知识本身的理解之外，更加注

重对化学学科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理念的考查。

未来高考改革趋向于考查学生的实验探究以及创新能力，

因此不应该过分强调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将关注点放

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信息获取与加工等能

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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