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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05、JE05）  

 
 

Ⅰ 考试性质 

初中统考《科学》的考试是要评定华文独立中学初中生完成三年初中科学课程之后的知识及能力水

平。 

 

Ⅱ 考试目标 

1.   基础知识  

     1.1  知道科学的基本事实 

     1.2  知道科学实验的原理、步骤或现象 

     1.3  理解科学的基本概念、规律或原理 

 

2.  基本技能 

2.1  能从符号、图、表等中获取有效信息或数据 

2.2  运用科学专业术语、符号、图、表等表达思维过程或结果 

2.3  用文字、图、表等提供的信息或数据进行分析或计算 

 

3.  综合运用能力 

3.1  应用科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 

3.2  组织和处理实验数据，根据实验结果做出结论 

3.3  选择科学基础知识和技术，设计探究过程 

 

Ⅲ  试卷结构 

本科试卷共分两份： 

试卷一：选择题（50%）............................................................................... 作答时间：1 小时 10 分钟 

50 题全答。 

 

试卷二：作答题（50%）............................................................................... 作答时间：1 小时 20 分钟 

甲组：必答题（30%） 

6 题全答。 

乙组：选答题（20%） 

3 题选答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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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考试内容 
1.  走入科学世界 

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1.1  科学探究 1.1.1  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步骤 

1.2  科学实验室 1.2.1  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1.2.2  危险化学药品的安全标示 

1.2.3  实验室一般意外的紧急应变措施 

1.2.4  常用的实验器材及其用途 

1.2.5  本生灯的结构、使用方法及其火焰类型 

1.3  单位与测量 1.3.1  物理量的测量及其单位 

1.3.2  基本单位换算  

 

2.  生命科学 

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2.1  生命的现象 2.1.1  生命现象 

2.1.2  生命体的生存条件 

2.2  生物体的 

组成 

2.2.1  细胞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 

2.2.2  动植物细胞的差异 

2.2.3  细胞分裂及分化的概念与意义 

2.2.4  单细胞和多细胞生物的定义及例子 

2.2.5  各种人体细胞及其功能 

2.2.6  组织、器官及系统的概念及例子 

2.2.7  人体的结构层次 

2.3  生命活动 2.3.1  营养与健康 

2.3.1.1  不同种类的营养物质及其主要来源与功能 

2.3.1.2  检测淀粉、葡萄糖、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 C 的 

方法 

2.3.1.3  均衡饮食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2.3.1.4  影响均衡饮食的因素 

2.3.1.5  营养缺乏引发的常见疾病 

2.3.2  光合作用 

2.3.2.1  光合作用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2.3.2.2  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的条件与所产生的物质 

2.3.3  消化和吸收 

2.3.3.1  消化的概念及其意义 

2.3.3.2  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3.3  食物的消化过程及主要的消化酶 

2.3.3.4  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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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2.3  生命活动 2.3.4  呼吸 

2.3.4.1  人体呼吸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4.2  肺的结构及其功能 

2.3.4.3  呼吸运动的原理 

2.3.4.4  人体气体的交换过程 

2.3.4.5  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2.3.4.6  一氧化碳的毒性 

2.3.4.7  植物的气体交换 

2.3.4.8  呼吸作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2.3.4.9  呼吸作用与光合作用的联系与区别 

2.3.5  物质的运输 

2.3.5.1  循环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5.2  人体的血液循环途径 

2.3.5.3  心脏结构及其功能 

2.3.5.4  血管的种类、结构和功能 

2.3.5.5  血液的组成成分和功能 

2.3.5.6  植物运输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3.5.7  蒸腾作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2.3.6  协调与恒定 

2.3.6.1  人体的感觉器官及其功能 

2.3.6.2  皮肤、鼻腔、耳、眼的结构及其功能 

2.3.6.3  味觉与嗅觉的关系 

2.3.6.4  视觉的形成 

2.3.6.5  近视、远视、散光形成的原因和矫正方法 

2.3.6.6  人体的神经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6.7  反射弧的组成 

2.3.6.8  人体内分泌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3.6.9  激素的概念及各激素的功能 

2.3.6.10  人体内环境的恒定 

2.3.6.11  人体的排泄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3.6.12  排泄作用的概念及其意义 

2.3.6.13  肾的结构及其功能 

2.3.6.14  各排泄器官的排泄物 

2.3.6.15  呼出的气体、尿液和汗液的成分 

2.3.6.16  植物的排泄作用 

2.3.6.17  人体的排尿过程 

2.3.6.18  动物的支撑系统 

2.3.6.19  植物的支撑系统 

2.3.6.20  植物的屈性及感性运动 

2.3.6.21  人体运动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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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2.3  生命活动 2.3.7  生殖与发育 

2.3.7.1  生殖的意义及生殖的方式 

2.3.7.2  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不同点 

2.3.7.3  受精的概念 

2.3.7.4  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7.5  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其功能 

2.3.7.6  月经的形成与月经周期 

2.3.7.7  排卵期与受精的关系 

2.3.7.8  人类受精卵的形成、怀孕与分娩过程 

2.3.7.9  花的结构及其功能 

2.3.7.10  传粉与受精作用 

2.3.7.11  果实与种子的形成及散播方式 

2.3.7.12  生长和发育的定义 

2.3.7.13  男性与女性在青春期的发育特征 

2.3.7.14  种子的结构及其功能 

2.3.7.15  种子的萌发条件 

2.3.7.16  植物根尖和茎尖的生长与发育 

2.3.8  遗传与演化 

2.3.8.1  基因控制性状的表现 

2.3.8.2  脱氧核糖核酸与基因及染色体的关系及其功能 

2.3.8.3  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意义 

2.3.8.4  人类性别的决定 

2.3.8.5  基因突变的原因和后果 

2.3.8.6  生物演化的概念 

2.3.8.7  达尔文的天择说 

2.3.8.8  演化的证据 

2.4  生物与环境 

－生态系统 

2.4.1  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概念 

2.4.2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2.4.3  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2.4.4  食物链与食物网的概念 

2.4.5  食物链中的能量流动 

2.4.6  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概念 

2.4.7  生态系统中的氧、碳和氮循环的主要途径 

2.4.8  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性 

2.4.9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2.4.10  人类活动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及环境的保护 

2.5  生物的多样性 2.5.1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其保护措施 

2.5.2  生物分类的方法与意义 

2.5.3  二叉式检索表 

2.5.4  五界生物分类系统和各界生物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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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质科学 

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3.1  物体与物质 3.1.1  物质的构成及共有性质 

3.1.2  物质的三态 

3.1.3  布朗运动的概念 

3.1.4  物质三态的相互转换 

3.1.5  物质熔化与凝固、汽化与液化、升华与凝华的概念 

3.1.6  物质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的概念 

3.1.7  密度的概念 

3.1.8  常见固体、液体、气体的密度比较 

3.1.9  物质密度与浮沉的关系 

3.1.10  密度的单位及其公式的运用 

3.1.11  物质密度的测定 

3.1.12  密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3.1.13  常见物质的性质及其用途 

3.1.14  元素的概念 

3.1.15  组成人体和地球的主要元素 

3.1.16  化肥的有效元素 

3.1.17  常见元素的名称及符号 

3.1.18  金属与非金属的性质 

3.1.19  元素周期表的结构与功能 

3.1.20  原子的结构 

3.1.21  正负离子的形成 

3.1.22  单质与化合物的概念 

3.1.23  化学式的书写 

3.1.24  元素化合价的概念及应用 

3.1.25  常见的原子团 

3.1.26  纯净物与混合物的概念 

3.1.27  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概念及例子 

3.1.28  混合物的分离技能 

3.1.29  物质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概念及例子 

3.1.30  吸热反应和放热反应 

3.1.31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和特点 

3.1.32  化学方程式的概念及其解读 

3.1.33  由反应物推断生成物 

3.1.34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 

3.1.35  根据化学式计算物质的相对分子量 

3.1.36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的计算 

3.2  质量守恒定律 3.2.1  质量守恒定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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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3.3  能量 3.3.1  能源与能量 

3.3.1.1  能量的形式 

3.3.1.2  能量的转化 

3.3.1.3  能量守恒的含义 

3.3.1.4  能源的种类 

3.3.1.5  可更新与不可更新能源的区别 

3.3.1.6  替代能源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 

3.3.2  热 

3.3.2.1  热量的概念及其单位 

3.3.2.2  温度与热量的差别 

3.3.2.3  热能的用途 

3.3.2.4  温度计的设计原理 

3.3.2.5  温度与分子运动的关系及所引起的热胀冷缩现象 

3.3.2.6  热胀冷缩的应用与防范 

3.3.2.7  热传递的概念 

3.3.2.8  热传递的方式与例子 

3.3.2.9  对流和传导与分子运动的关系 

3.3.2.10  热的良导体、不良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与用途 

3.3.2.11  物体表面状况与热辐射的关系 

3.3.2.12  热辐射的日常应用与对其危害的防治 

3.3.2.13  保温瓶的结构及各组成部分的功用 

3.3.3  声 

3.3.3.1  波的传播方式 

3.3.3.2  波的性质 

3.3.3.3  波长、频率、波速的概念 

3.3.3.4  波形图的解读 

3.3.3.5  声的概念及产生 

3.3.3.6  声波的传播条件 

3.3.3.7  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3.3.3.8  超声波与次声波的概念及应用 

3.3.3.9  声波的反射与被吸收的性质 

3.3.3.10  回声的成因、应用及防治 

3.3.3.11  电磁波的性质 

3.3.3.12  乐音的三个要素 

3.3.3.13  声音强弱的单位——分贝 

3.3.4  光与色 

3.3.4.1  光的传播方式与光速 

3.3.4.2  光沿直线传播的效应 

3.3.4.3  光的反射定律 

3.3.4.4  光的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3.3.4.5  平面镜的成像原理、特性及其应用 

3.3.4.6  平面镜光路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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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3.3  能量 3.3.4.7  凹、凸面镜对光的作用及其应用；光的折射规律与现象 

3.3.4.8  凹、凸透镜对光的作用 

3.3.4.9  凹、凸透镜的成像特性及其应用 

3.3.4.10  光的全反射概念及其应用 

3.3.4.11  光的色散现象 

3.3.4.12  原色光的概念及其混合产生的色光 

3.3.4.13  透明和不透明物体颜色的成因 

3.3.4.14  可见光与不可见光的概念 

 3.3.5  电与磁 

3.3.5.1  静电的概念及例子 

3.3.5.2  静电中的电荷及其性质 

3.3.5.3  摩擦起电的原因 

3.3.5.4  静电的防治和应用 

3.3.5.5  电流的产生原因 

3.3.5.6  电流的流动方向 

3.3.5.7  简单电路的组成部分 

3.3.5.8  简单的电路图的解读与绘制 

3.3.5.9  串联和并联电路的概念 

3.3.5.10  电源的概念 

3.3.5.11  电流强度的概念及单位 

3.3.5.12  安培计的操作 

3.3.5.13  电压的基本概念及单位 

3.3.5.14  伏特计的操作 

3.3.5.15  电阻的基本概念及单位 

3.3.5.16  电阻器的种类 

3.3.5.17  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 

3.3.5.18  导体的种类及其应用 

3.3.5.19  欧姆定律的定义及其公式的应用 

3.3.5.20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相关计算 

3.3.5.21  磁体、磁极的概念以及磁极间的作用 

3.3.5.22  磁化和去磁的方法 

3.3.5.23  磁感应现象 

3.3.5.24  磁场的概念 

3.3.5.25  磁场线的绘制及磁场方向的判断 

3.3.5.26  磁场强度与磁场线的关系 

3.3.5.27  地磁场和指南针的关系 

3.3.5.28  电流热效应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3.3.5.29  电流磁效应的概念 

3.3.5.30  电磁铁的概念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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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3.3  能量 3.3.5.31  电磁感应的概念 

3.3.5.32  交流电、直流电的概念 

3.3.5.33  发电机的类型及其操作原理 

3.3.5.34  直流发电机与交流发电机的比较 

3.3.5.35  变压器的功用与操作原理及计算 

3.3.5.36  电能的输送过程 

3.3.5.37  家庭电路的配线和组成部分及其电压值 

3.3.5.38  家庭电路的类型 

3.3.5.39  配线的类型 

3.3.5.40  配线系统的组成部分及其功用 

3.3.5.41  三脚插头的接线及国际电线颜色代码的意义 

3.3.5.42  电功和电功率的概念及其公式 

3.3.5.43  家庭电器的电功率和操作电压 

3.3.5.44  电功率、耗电量以及电费的计算 

3.3.5.45  保险丝的类型、规格和功用 

3.3.5.46  电器保险丝规格的适当选择 

3.3.5.47  地线在电路系统中的功用与操作原理 

3.3.5.48  安全用电的概念及用电意外的防治措施 

3.3.5.49  节约用电的意义及措施 

3.4  力与运动 3.4.1  常见的力与力的作用效果 

3.4.2  力的测量与单位 

3.4.3  胡克定律的定义及其应用 

3.4.4  摩擦力的概念 

3.4.5  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3.4.6  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意义和方法 

3.4.7  重力的概念及其方向 

3.4.8  重量与质量的关系 

3.4.9  重量变化的原因 

3.4.10  参照物与运动的关系 

3.4.11  机械运动的分类 

3.4.12  位移的定义 

3.4.13  速度的定义、单位及其计算 

3.4.14  功的定义、单位及其计算 

3.4.15  功率的定义、单位及其计算 

3.4.16  功与能量的关系 

3.4.17  简单机械的概念及例子 

3.4.18  杠杆的操作原理、类型与应用 

3.4.19  杠杆的平衡条件及相关计算 

3.4.20  滑轮的操作原理、类型与应用 

3.4.21  滑轮组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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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3.4  力与运动 3.4.22  杠杆和滑轮的机械利益的含义及相关计算 

3.4.23  物体重心的概念 

3.4.24  物体重心位置的判断 

3.4.25  平衡的含义 

3.4.26  二力平衡的条件 

3.4.27  物体的三种平衡状态 

3.4.28  稳度的含义及其决定因素 

 

4.  地球、宇宙与空间科学 

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4.1  地球运动与 

效应 

4.1.1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昼夜和四季的关系 

4.1.2  月球的运动方式与月相的改变 

4.1.3  潮汐现象的形成和影响 

4.1.4  日食与月食的成因 

4.2  地球的概貌 4.2.1  地球的地表与内部结构的圈层 

4.2.2  地表水的分布、水循环 

4.2.3  大气层的分层及特征 

4.3  地球资源 4.3.1  土壤 

4.3.1.1  土壤的形成过程 

4.3.1.2  土壤的组成部分 

4.3.1.3  土壤的类型、特征及其用途 

4.3.1.4  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4.3.1.5  人类活动对土壤的影响及保护 

4.3.2  岩石 

4.3.2.1  岩石的类型及其用途 

4.3.3  矿物 

4.3.3.1  主要矿物资源 

4.3.3.2  矿物在地壳中的存在形式 

4.3.3.3  常见金属与非金属的主要性质 

4.3.3.4  金属活泼序 

4.3.3.5  金属与非金属间的化学反应 

4.3.3.6 金属的锈蚀与防锈 

4.3.3.7  硅化合物的性质与用途 

4.3.3.8  碳酸钙的性质与用途 

4.3.3.9  碳酸钙的化学反应 

4.3.3.10  氧化钙与氢氧化钙的形成 

4.3.3.11  氧化钙与氢氧化钙的性质和用途 

4.3.3.12  天然燃料资源的例子 

4.3.3.13  矿物燃料的形成过程 

4.3.3.14  原油的分层蒸馏过程、馏分及各馏分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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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4.3  地球资源 4.3.4  水 

4.3.4.1  水的物理性质 

4.3.4.2  水的凝固点、沸点的含义 

4.3.4.3  水的检验方法 

4.3.4.4  水质的检验 

4.3.4.5  水的组成成分 

4.3.4.6  氧气和氢气的检验 

4.3.4.7  氢气的性质 

4.3.4.8  氢的制取 

4.3.4.9  氢气的用途 

4.3.4.10  蒸发与沸腾现象的发生 

4.3.4.11  影响蒸发速度的因素 

4.3.4.12  蒸发和沸腾的比较 

4.3.4.13  蒸发在生活中的应用 

4.3.4.14  溶剂、溶质和溶液的定义 

4.3.4.15  悬浮液、乳浊液、胶体溶液的定义及例子 

4.3.4.16  溶解度的概念 

4.3.4.17  溶解度曲线的解读 

4.3.4.18  影响溶解度的因素 

4.3.4.19  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的定义 

4.3.4.20  液体表面张力及毛细管现象 

4.3.4.21  晶体与非晶体的识别 

4.3.4.22  质量百分比浓度的计算 

4.3.4.23  酸、碱的定义及性质 

4.3.4.24  pH 值与酸碱性强弱的关系 

4.3.4.25  酸碱指示剂的种类和应用 

4.3.4.26  酸碱的测定方法 

4.3.4.27  中和反应的含义 

4.3.4.28  中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4.3.4.29  中和反应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4.3.4.30  常见盐的性质及用途 

4.3.4.31  净化自然水的原因及方法 

4.3.4.32  自然水净化方法的优劣比较 

4.3.4.33  自来水的制作过程 

4.3.4.34  硬水和软水的概念及应用 

4.3.4.35  硬水的软化方法 

4.3.4.36  水污染的原因与有关的污染物 

4.3.4.37  水污染的影响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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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4.3  地球资源 4.3.5  大气 
4.3.5.1  空气的组成成分及其百分比 
4.3.5.2  氧、二氧化碳的性质与用途 
4.3.5.3  氧、二氧化碳的制取与鉴定 
4.3.5.4  催化剂的概念与其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4.3.5.5  氮气的性质与用途 
4.3.5.6  稀有气体的性质与用途 
4.3.5.7  燃烧的定义及条件 
4.3.5.8  氧化作用的定义及例子 
4.3.5.9  自燃、爆炸的定义 
4.3.5.10  压强的定义、单位及其计算 
4.3.5.11  改变压强的方法及其应用 
4.3.5.12  液体压强的影响因素及其应用 
4.3.5.13  大气压强的存在与成因 
4.3.5.14  大气压强的变化及其对生活的影响 
4.3.5.15  气压的常用单位 
4.3.5.16  标准大气压的定义 
4.3.5.17  水银气压计的操作原理和无液气压计的使用 
4.3.5.18  气体压强与体积、温度的关系 
4.3.5.19  气压在生活中的应用 
4.3.5.20  空气污染的概念与例子 
4.3.5.21  空气污染物来源 
4.3.5.22  空气污染的影响及防治 
4.3.5.23  空气污染指数的含义 
4.3.5.24  臭氧层的作用 
4.3.5.25  臭氧层破坏的防护 
4.3.5.26  温室效应的成因及其影响  

4.3.6  生物 
4.3.6.1  生物资源的定义和种类 
4.3.6.2  生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4.4  太阳系、银河 
系与宇宙 

4.4.1  太阳系 
4.4.1.1  太阳系的组成 
4.4.1.2  太阳表面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4.4.1.3  行星的概念 

4.4.2  星与星系 
4.4.2.1  星与星系的概念 
4.4.2.2  星的性质、诞生、死亡 
4.4.2.3  银河系的概念 
4.4.2.4  光年的概念 

4.4.3  宇宙 
4.4.3.1  宇宙的膨胀 
4.4.3.2  太阳与月球对地球生物生存的重要性 

4.4.4  天文与太空探索的发展 
4.4.4.1  科技在太空探索和天文研究上的应用 
4.4.4.2  继续探索太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