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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四新”变化，

基础方面表现较好

从考生的表现来看，在新课标和课程

方案颁布之后，特别是新教材投入使用之

后，北京市的教学单位经过不断探索，已

经逐步适应了“四新”所带来的一系列教

学变革，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内容有了清晰

认识，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通过教材，为学

生建构贴近现实的情景，体现了通过解决

问题引导学生学习的发展理念。从考生

的作答情况也可以反映出，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越来越重视教材的使用，通过整合、

联想、同化和顺应等方式，将教材新知识

融入学生原有认识系统中，促进学生主动

学习；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北京的教育

教学改革初显成效，通过改进一系列教育

教学方法手段，帮助教师和学生认清学习

内容范围和目标，并及时改进教学方式和

学习方法，将相关学科知识、能力和素养

融入学生个体认识系统中，促使学生形成

知识吸收、知识转化、知识更新、知识反思

的循环学习过程。

从整体表现来看，考生在基础知识

和基本能力上掌握较好。从题型功能上

来说，客观题一般承担着考查基础知识

的识记、理解和简单运用的任务，从 9 个

学科客观题得分率来看，除英语学科和

物理学科外，其余学科的客观题得分率

均在 0.7 以上，数学、地理、生物、历史、政

治 5 个学科客观题的得分率超过了 0.8。

英语学科因未统计听说部分的客观试题

影响了客观题得分率，语文、化学学科客

观题的得分率为 0.75，物理学科的客观题

得分率为 0.68。

从客观题的得分率上分析，大多数考

生在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方面表现良好，

表明高考改革以来，特别是在新课标、新

课程和新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一线教师对

新教材的变化有了较深入地了解，更认识

到了基础的重要性，加大了对基础的教学

力度。在受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一线教师

克服困难，完成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方

面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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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的整体情况分析

（三）注重情境设计，实现素养立意，引导学生素质发展

2023 年高考和等级考试题通过

情景设置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

向，在引导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上

持续发力。在试题素材选取方面，

注重结合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力求能够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

题目情境设计上，注重结合中学生

的实际生活或学生熟悉的情境，这

样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认同，

使之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与体验；

在问题设计上，注重契合中学生的

思维方式，提供充足的思考与发挥

空间，突出试题素养立意的特点，引

导其领会体美劳教育对于个人成长

成才的必要性，激发学生的参与热

情，引导中学不断优化教学理念，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政治学科第 17 题以北京扎

燕风筝为话题，将传统的体育运动、

扎燕风筝的文化之美、劳动课的动

手之乐、对创作者著作权的保护等

多重要素融入试题内容，体现德智

体美劳的有机结合。有的试题通过

转变考查思路与切入点，使学生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分析和解决问

题，如数学第 9 题以坡屋顶为背景，

考查五面体中的棱长之和问题，引

导学生关注劳动，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如，物理学科第 17 题创设了单

摆小球与光滑水平地面上小球发生

正碰的情境，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多

角度思考问题。生物第 19（4）题要

求考生分析设计出在大田育种时要

通过颜色特征拔除杂苗，熟悉田间

劳动场景有助于理解该题。试题在

考查学科内容的基础上，将劳动教

育浸润其中，鼓励考生有形、有感、

有效地获得真实劳动体验，充分体

会创造性劳动的价值。

（二）依据课程标准，回归教材，引领教学发展

2023 年北京高考和等级考命题

依旧坚持“四个突出”“四个考出来”

的命题理念，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并结

合北京教育教学的特点开展命题，试

题紧扣学科主干知识，考查知识的灵

活运用，关注学科核心素养，尝试对

创新思维密切相关的能力和素养进

行考查。以考生为本是本年度高考

和等级考命题的主要特点，各学科试

题紧扣教材，注重通过解决问题考查

知识的融会贯通，比如独立思考能

力、发散思维能力等。试题鼓励学生

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勇于大胆创

新，发挥考试对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培养创新人

才的重要导向作用。

如，化学学科第 7 题以教材中蔗

糖与浓硫酸发生作用的“黑面包”实

验为素材，综合考查了实验现象与

浓硫酸性质之间的逻辑关系；第 10

题要求考生辨析哪些事实不能通过

比较元素电负性进行解释，所选素

材源于人教版和鲁科版两套教材。

历史学科第 3 题紧扣教材，呼应“史

料阅读”等栏目。第 10 题紧扣活动

课“信息革命与人类文化共享”，对

素质教育下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与创

新性学习，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生物第 20 题紧扣教材中光合作用这

一重点内容创设，第（4）小题更是以

要求考生概括出教材内容外的新收

获为任务灵活考查，试题既源于教

材又高于教材，引导教学对教材的

活用与化用。

这种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考

查方式充分发掘了教材的教育教学

功能，对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减轻学

生负担，提升学生学科素养具有积极

影响。这种命题的策略既有助于降

低试题素材的陌生度，消除考生的紧

张心理和畏难情绪，有利于考生正常

发挥应有水平，从而可以全面考查不

同水平学生的学科能力与核心素养，

还能引导教学回归教材和课堂，提升

师生对教材的重视程度，有助于促使

教师摒弃“题海战术”，纠正考生“机

械刷题”的不良学习方式，实现课堂

教学提质增效。

2023 年度高考和等级考命题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启智润心，强化政治引领和价值

引导，各学科形成合力，服务全面育

人、全面发展，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试题着眼于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教育

提出的新要求，巩固深化新高考命题

改革成果，帮助学生不断提高理论素

养，启发学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

育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夯实成长

成才的思想理论基础。

如，语文作文以“续航”为题，关注

科技、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提升、进步与

发展，思考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

国人民怎样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题

目时代气息鲜明，内蕴丰富，侧重考查

论述能力，有一定的思辨空间。物理

第 12 题以神话故事“夸父逐日”为背

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增强

文化自信，彰显命题的育人功能。

（一）落实立德树人，启智润心，引领学生成长

二、考试总体情况分析

2023年高考和学业水平等级考

评价研究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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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北京市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考的试题具有哪些特点？考生在重点学科内容方面的表

现如何？这套试题对今年的备考、教学有哪些启示？本报特邀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从 2023年试题总体情况分析、

考试总体情况分析、考生学业表现分析和对教师教学的建议四方面进行阐述，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