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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2年下半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信息技术试题评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信息技术学科

命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聚焦核心素养，突出学科能力考查，体现了学业水

平考试功能和育人导向。试题突出学科本质，坚持素养导向的

命题原则。坚持基础性原则，优化情境设计，增强试题开放性、

灵活性，体现了知识、能力、素养立意的基本要求及综合应用。

一、导向明确，符合学考要求

试题导向作用明显，重视对学生知识、技能和问题解决能

力的考查；注重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在生产、学习、生活等方

面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促进学科核心

素养目标的达成，着力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命题范围涵盖必修 1《数据与计算》和必修 2《信息系统

与社会》的主要内容，必修 1 占分值约 60 分，必修 2 占分值

约 40 分。本次试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西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 2 —

知》（桂政发〔2021〕24 号）和《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

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规范〔2021〕

17 号）的要求，依据教育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为指导，严格按

照《课程标准》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命题建议和参考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样卷进行命制。试题命制

能依据《课程标准》，立足广西的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坚持“面

向全体高中学生”，符合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要求。

二、命题紧扣课标要求，利于考查学生学科能力

（一）试题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

试题命题计划按照《课程标准》要求，注重全面考核学生

学习的广度，强调考试的知识覆盖面，并根据广西实际情况，

在内容选择上有所侧重，重点在数据处理与应用、算法与程序

实现、信息系统组成与应用等三大块内容，考试内容范围和认

知层次符合《课程标准》的内容及内容要求，符合《课程标准》

学业质量水平要求。

（二）试题难度设计分布合理。

试题的命制依据《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及学

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层次。参考样卷，科学分析教学情来确定试

题的难度。充分考虑试题情境、题干、设问方式、选项的设置。

试题分为选择题、非选择题，其中选择题 70 分，非选择题 30

分。试题的题型结构、题型风格、题量与样卷基本一致。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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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适度，难度及比例：易、中、难试题比例约为 7：2：1，

有利于提高试题的信度和效度。试卷分课程模块编排，遵循由

易到难的原则，且在题型内部也考虑到难易的排列顺序，符合

考生应试心理特点，体现了人文关怀。有利于学生稳定心态，

发挥水平，有效检测学生是否能达到毕业的水平。

（三）试题体现基础性原则。

试题命制立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内容科学严谨，文字

通俗简练，题意清晰，图文并茂，利于考生准确理解题意；试

卷的选择题、非选择题，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题目

所占比例等编排科学合理，有利于考核学生对信息技术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和理解。基础知识考查覆盖了《课程标准》

所要求考生掌握的大部分内容；认知层次分布基本符合《课程

标准》的内容要求，主要考查对数据与信息、数据处理与应用、

算法与程序实现、信息社会特征、信息系统组成与应用、信息

安全与信息社会等六个模块知识的掌握程度，从多个评价维度

考核学生的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水平，基础题较多，能较好

地体现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性质。

三、凸显学科特点，考查核心素养

试题反映了信息技术学科的技术性和实践性，以恰当的方

式考查了学生的操作能力，试题涉及了解、理解、运用三个认

知水平层次，并体现了对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试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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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养成良好的信息文明和习惯，

培养信息社会的合格人才的目标。

（一）注重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2022 年下半年信息技术合格考命题从数据、算法、信息系

统、信息社会四个学生大概念出发，突出对学科基本知识、技

能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引导学生重视对学科知识的学习，

引导学校通过对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培养学

生的信息素养。试题结合全区现行教材特点，注重联系学生的

生活、学习等，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对教学有正确、良好的引

导作用。如：第 2 题，以“小明爸爸按照导航软件规划的路线

开车去 A 地，结果绕了远路，检查后发现是因为没有及时升级

导航软件”作为试题情境设计，考查考生的信息技术的基本知

识，考核了信息意识的信息素养；第 32 题，以“央视‘3·15’

晚会曝光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使用过于老旧的操作系统，给消费

者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作为试题情境设计，从信息社会

这一学科大概念出发，考查了信息系统安全与责任的基本知

识，考核了信息化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第 38 题中以“小西

根据下面分段函数设计了算法”为主线与数学学科整合作为情

境设计，结合算法这个学科大概念，考查考生对算法与程序实

现的基本知识及技能，考核了学生计算思维的核心素养。试题

的情境来源主要从个人、公共、学科、人文等多个维度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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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充分体现了试题命制注重联系学生日常生活，源于教材，

源于生活，适当拓展，对引导教育教学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

导向，有利于引导广西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

学生实际开展日常教学，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改进教学方法，

提升教学质量。

（二）强化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

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面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试虽然不

强调对具体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关注，但问题解决还是需要一定

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试题重点关注学科大概念，在考查学生对

信息技术学科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重点考查学生利用学

科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学科知识的价值与意

义，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学科能

力，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主要考查“数据处理与应用”、“信息系

统组成与应用”的内容，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分类、

数据可视化表达，信息系统的功能与组成、网络连接方式等。

如：8～11 小题，通过创设情境，考查数据处理的过程、数据

分析方法、可视化表达工具等内容。从第 37 题和第 39 题等小

题中看出试题注重基本技能的考查，从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创设

到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采集与管理，考查学生是否掌握数字化学

习系统、学习资源与学习工具的操作技能，体现数字化学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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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核心素养。

计算思维主要考查“算法与程序设计”选修模块的内容，

考题 10 题，赋分值达到 28 分。注重考查算法与程序设计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了对学生算法思维能力的考查。如：

第 38 题考查了算法的选择结构，要求考生必须掌握程序设计

基本知识和基本结构才能回答此题，试题能够很好地考核考生

的信息技术基本技能和计算思维的核心素养。

又如：第 40 题通过“小明遇到了一个数学问题”与学科

相结合的情境开展命题。命题者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创设，巧妙

地设计问题，考生根据程序和流程图，根据所学的知识，结合

情境，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好地考核了考生的核心素养。

2022 年下半年信息技术合格考试题注重四个核心要素的

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共同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

四、命题思想紧扣时代发展

试题结合全区现行教材特点，紧贴生活实际、时事热点、

技术发展和人文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关注学

科知识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等方面的应用。体现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目标，定位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对教学有正确、良好的引导作用。

如：第 20 题，以“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

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一步压减各类证明事

项，扩大‘跨省通办’范围，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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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素材，考查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紧贴生活实际和时事热

点，理论联系实际。

又如：第 22 题，考查的内容为信息系统的网络，考查学

生对物联网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通过“梁老师基于 Arduino 搭

建了一个智能花卉养护系统（如下图），通过手机 APP 监测花

草土壤的湿度，即使不在家也可远程控制浇花”为命题情境，

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前沿，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技术。培养学生

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应用与创新，重点考查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的核心素养。

总之，2022 年学业水平考试信息技术试题很好地落实了立

德树人、引导教学的功能，体现了合格性考试的水平。为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不断推进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学生的数字化生存

能力，培养合格的数字化公民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