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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市特殊教育 

初中化学课程（视力残疾）终结性评价指南 

 

一、评价的性质、目的和对象 

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是视力残疾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评价。它

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落实“针对差异，按需施教”的视力残疾教育的教学理念，有利于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有利于提高视力残疾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视力残疾学

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和谐、富有个性的发展。评价结果是视力残疾初中毕业生综合评价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衡量视力残疾学生是否达到相应特殊教育初中毕业标准的重要依据，也是上海

市盲童学校高中阶段招生的重要依据。 

评价对象为2019年完成上海市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的视力残疾学生（包括上海市盲童

学校初中毕业生和普通中学随班就读的视力残疾初中毕业生）。 

二、评价标准 

（一）能力目标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中学化学课程标准（试行稿）》（2004 年 10 月版）规定

的初中（八至九年级）化学课程目标和视力残疾学生的特点，确定以下能力目标。 

1．化学基础知识 

1.1 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1.2 用化学语言表达物质和物质的化学变化。 

1.3 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2．化学基本技能 

2.1 能识记常用的化学仪器名称及其用途。 

2.2 能了解简单的化学实验操作过程。 

2.3 能对主要的物质和化学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和简单计算。 

3．化学综合能力 

3.1 能指出化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3.2 能分析简单综合的化学实验过程。  



2 
 

（二）内容要求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中学化学课程标准（试行稿）》（2004 年 10 月版）规定

的初中（八至九年级）化学基础型课程的内容与要求及视力残疾学生的特点确定以下内容与

要求。 

基础型课程的内容主题 

一级主题 

主题一 身边的化学物质 

主题二 物质构成的奥秘 

主题三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 

主题四 溶液 

主题五 化学与生活 

主题六 化学实验活动 

 

主题一    身边的化学物质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空气 

1.1.1 空气的成分 A 

A B 

1.1.2 空气的污染 A 

1.1.3 氧气 B 

1.1.4 稀有气体 A 

水 

1.2.1 水的物理性质 A 

A B 1.2.2 水的电解 氢气 B 

1.2.3 水的污染和净化 A 

碳及其化合

物 

1.3.1 碳 B 

A B 1.3.2 一氧化碳 B 

1.3.3 二氧化碳 B 

金属 

1.4.1 金属活动性顺序 B 

B B 

1.4.2 铁制品除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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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物质构成的奥秘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元素 

2.1.1 元素及元素符号 A 

A A 

2.1.2 同素异形现象和同素异形体 A 

分子、原子、 

原子团 

2.2.1 原子、分子的概念 A 

A A 

2.2.2 原子团的符号和名称 A 

2.2.3 相对原子质量 A 

2.2.4 化学式及式量 B 

化合价 

2.3.1 化合价 A 

A A 

2.3.2 化合价与化学式 B 

物质构成微

粒的计量 

2.4.1 物质的量 A 

B A 

2.4.2 摩尔质量 A 

2.4.3 有关物质的量概念的计算 B 

2.4.4 化学方程式中物质的量的计算 B 

 

主题三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物质变化和

物质性质 

3.1.1 物理变化、化学变化 B 

A A 
3.1.2 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B 

质量守恒定

律、化学方程

式 

3.2.1 质量守恒定律 B 

B A 
3.2.2 化学方程式 B 

纯净物、混合

物 
3.3.1 纯净物和混合物 B A A 

单质、化合物 3.4.1 单质和化合物 B A A 

氧化物、酸、

碱、盐 

3.5.1 氧化物 B 

A A 3.5.2 盐酸 B 

3.5.3 硫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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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3.5.4 氢氧化钠 B 

3.5.5 氢氧化钙 B 

3.5.6 常见的盐 B 

3.5.7 酸碱盐的溶解性 A 

有机化合物 

3.6.1 有机化合物的概念 A 

A A 
3.6.2 几种常见的有机化合物 A 

化学反应的

类型 
3.7.1 

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复分解反

应（含中和反应） 
B A A 

 

主题四    溶液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物质的溶解 

4.1.1 水的分散性 A 

B A 

4.1.3 浊液 A 

4.1.4 溶液、溶质、溶剂 B 

4.1.5 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 B 

溶解度 

4.2.1 固体物质溶解度的概念 A 

B A 4.2.2 影响物质溶解度的因素 B 

4.2.3 关于溶解度的计算 C 

结晶、结晶水

合物 

4.3.1 晶体和结晶 A 

A A 
4.3.2 结晶水和结晶水合物 A 

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分数 

4.4.1 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B 
A A 

4.4.2 有关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的计算 C 

溶液的酸碱

性 

4.5.1 溶液的 pH A 

A A 
4.5.2 酸碱指示剂 A 

 



5 
 

主题五    化学与生活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家用燃料 

5.1.1 常用的家用燃料 A 

B B 

5.1.2 燃料的充分燃烧 B 

化肥 

5.2.1 化肥的分类 A 
A B 

5.2.2 氮肥 A 

焰火 5.3.1 焰色反应 A A B 

 

主题六    化学实验活动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I II III 

实验基本操

作 
6.0.1 常见仪器的识别及用途 A A A 

气体的制备 

6.1.1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B 

A A 6.1.2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 B 

6.1.3 简易启普发生器 B 

物质的性质 
6.2.1 金属活动性顺序探究 B 

A A 
6.2.2 稀硫酸的化学性质 B 

物质的分离 
6.3.1 过滤 B 

A A 
6.3.2 结晶 B 

物质的检验 

6.4.1 盐酸、硫酸的鉴别 B 

A A 6.4.2 碳酸盐的检验 B 

6.4.3 溶液酸碱性的检测 B 

《上海市中学化学课程标准（试行稿）》的“学习水平”中“Ⅰ”代表知识与技能的学

习水平，“Ⅱ”代表过程与方法的学习水平，“Ⅲ”代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学习水平。 学

习水平以“A”“B”“C”等级来表示，“A”“B”“C”之间的关系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是由低

到高的递进关系。知识与技能部分：“A”（知道/初步学会）、“B”（理解/学会）、“C”（掌握

/设计）；过程与方法：“A”（感受）、“B”（认识）、“C”（运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A”

（体验）、“B”（感悟）、“C”（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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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结构及相关说明 

（一）能力目标结构 

理化试卷化学部分，能力目标分为化学基础知识、化学基本技能和化学综合能力，其 

中化学基础知识约占 80~90%，化学基本技能约占 5~10%，化学综合能力约占 5~10%。 

（二）知识内容结构 

化学部分考试内容覆盖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

性、溶液、化学与生活、化学实验活动六个主题内容领域。身边的化学物质约占 30％，物

质的组成与结构约占 35％，物质的变化约占 15％，化学与社会生活约占 10％，化学实验约

占 10％。 

（三）题型题量结构 

理化试卷共七大题，其中五、六、七大题为化学部分的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各题

型的题量与分值如下表。 

题型题量与分值 

题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五 选择题 20 题 20 分 

六 填空题 2~3 题 约 20 分 

七 简答题 2~3 题 约 20 分 

总计 24~26 题 60 分 

（四）难度结构及相关说明 

1．难以结构：试题的易、中、难比例适中。 

2．试卷满分值：理化试卷满分150分，化学部分60分。 

3．考试时间：理化试卷的考试时间总共180分钟。 

4．考试形式：闭卷笔试。盲生用盲文在答题纸上答题；低视力学生直接在低视力试卷上

答题。 

5．其他说明：（1）对实验操作、实验装置图不作要求；（2）物质溶解度曲线图表不

涉及三种以上物质。 

 

四、题型示例 

题型示例仅用于说明考查的能力目标与题型样式。 

（一）选择题 

【例 1】银针曾是中医针灸的常用器械，银的元素符号是 

A．Al   B．Ag   C．Mg   D．Hg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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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基础知识/用化学语言表达物质和物质的化学变化 

【知识内容】物质构成的奥秘/元素/元素及元素符号 

 

【例 2】四种溶液的 pH 如图所示，其中碱性最强的是 

 

【参考答案】D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溶液/溶液的酸碱性/溶液的 pH 

 

【例3】某饮品营养成分表显示每250mL含钠78mg、钙91mg等。其中钠、钙是指 

A．分子   B．原子   C．单质   D．元素 

【参考答案】D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例4】生活中常见的物质属于溶液的是 

A．草莓酱  B．蒸馏水  C．蔗糖水  D．玉米糊 

【参考答案】C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例 5】能除去铁锈的试剂是 

A．氯化钠溶液 B．稀盐酸  C．氢氧化钠溶液  D．水 

【参考答案】B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身边的化学物质/金属/铁制品除锈 

 

【例 6】蚊虫叮咬时分泌的蚁酸(CH2O2) 会使人皮肤肿痛。有关蚁酸说法正确的是 

A．蚁酸由碳、氢、氧三种原子构成 

B．蚁酸中碳、氢元素的质量比为 1:2 

C．1 个蚁酸分子中含有 1 个氢分子 

D．蚁酸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大 

【参考答案】D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构成微粒的计量/摩尔质量 

 

0 7 14
A B C D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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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有关摩尔质量叙述正确的是 

A．单位是摩尔     B．等于物质的量乘以质量 

C．数值上等于该物质的式量  D．表示单位体积物质的质量 

【参考答案】C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构成微粒的计量/摩尔质量 

 

【例 8】向盛有氢氧化钠溶液的烧杯中滴加稀硫酸，对反应前后烧杯中溶液分析错误的是 

A．颜色改变      B．温度升高 

C．碱性减弱      D．质量增加 

【参考答案】A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分析简单综合的化学实验过程 

【知识内容】化学实验活动/物质的性质/稀硫酸的化学性质 

 

【例9】在硝酸银、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锌粉，反应停止后过滤，滤液仍为

蓝色，有关判断正确的是 

A．滤渣中一定有银、没有铜和锌 

B．滤渣中一定有银和锌，可能有铜 

C．滤液中一定有硝酸锌、硝酸铜、硝酸银 

D．滤液中一定有硝酸锌、硝酸铜，可能有硝酸银 

【参考答案】D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知识内容】身边的化学物质/金属/金属活动性顺序 

 

（二）填空题 

【例 10】现有六种物质：甲烷、氧气、二氧化碳、水、氮气、氯化钠，请用化学式填写： 

① 干冰的成分是___________________；  

② 供给呼吸的气体是___________________； 

③ 最常见的溶剂是___________________； 

④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___________________； 

⑤ 引起酸雨的气体是___________________； 

⑥ 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是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①CO2  ②O2  ③H2O  ④CH4  ⑤NaCl  ⑥N2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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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基础知识/识记主要的物质的名称、性质和主要用途 

【知识内容】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物质分类和物质变化的多样性/单质、化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例 11】下表是氯化钠和硝酸钾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根据此表回答： 

温度/℃ 20 30 40 50 

溶解度

g/100g 水 

NaCl 36.0 36.3 36.6 37.0 

KNO3 31.6 45.8 63.9 85.5 

① 20℃时，氯化钠的溶解度为___________ g /100g 水。 

② 欲从海水中获得氯化钠晶体，应采取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选填“蒸发结晶”或

“降温结晶”）。 

③ 30℃时，100g 水中加入 40g 氯化钠充分搅拌后得到的氯化钠溶液质量为

___________g。 

④ 40℃时，向两只盛有 100g 水的烧杯中，分别加人氯化钠、硝酸钾两种物质至不能溶

解为止，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较大的是___________ （填化学式）溶液。 

【参考答案】①36.0  ②蒸发结晶  ③136.3  ④KNO3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基本技能/能理解简单的化学实验操作过程 

基本技能/能对主要的物质和化学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和简单计算 

基本技能/能对主要的物质和化学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和简单计算 

【知识内容】溶液/溶解度/固体物质溶解度的概念 

溶液/物质的溶解/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 

溶液/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溶液/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三）简答题 

【例 12】（1）实验室用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制取氧气，其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反应的基本类型是____________。 

（2）实验室用 25 g 大理石与 100 g 稀盐酸完全反应（杂质不反应）制取二氧化碳，充

分反应后所得剩余物质的质量为 116.2 g。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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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可制得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 

②参加反应的 HCl 的物质的量。 

【参考答案】（1）2KClO3
    
    2KCl+3O2↑，分解反应 

（2）①解：m（CO2）=25 g +100 g-116.2 g = 8.8 g 

     n（CO2）=
mol/g44

g8.8
=0.2mol 

答：可制得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是0.2 mol 

②解：设参加反应的HCl的物质的量为x mol 

CaCO3+2HCl→CaCl2+H2O+CO2↑ 

      2      1 

      x     0.2 

2

x
 =

1

0.2
  

x=0.4 

答：参加反应的HCl的物质的量是0.4 mol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能表述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解释简单的化学现象和事实 

基本技能/能对主要的物质和化学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和简单计算 

【知识内容】化学实验活动/气体的制备/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构成微粒的计量/化学方程式中物质的量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