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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

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高

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枢

纽，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

节。考试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学

业发展发挥着保障和指南的作用。

三、考生在重点学科内容方面的表现

（三）学业水平表现充分，促进“教学—招生”共同发展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考生在高考中

的表现，我们将考生按照分数由低到

高、人数均等的方式分为10组。从G1

组到 G10 组的得分率可以发现，高分

组（G8、G9、G10）各学科的得分率在

0.7以上，对全市的教育教学起到了示

范作用。其中，G10表现得最突出，得

分率均超过0.8，英语、化学和物理3个

学科的得分率甚至达到了0.9以上，证

明北京市高分组考生学业达到了相当

水平。从中分组（G4、G5、G6、G7）考

生的得分率表现来看，大都在 0.6 以

上，达到了学业质量标准的要求，但部

分学科 G4 组的得分率低于 0.6，这就

需要教研人员和任课教师分析背后原

因，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但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高分组的得分率

略微下降，这可能与 2023 年试题凸显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评价有关。

从整体上看，不同层级的考生在

本次考试中都展现了自身的学业能

力，这种学业水平层级的充分呈现对

教育教学和高校录取都有着积极的

意义。首先，能够更好地鉴别学生的

知识掌握情况、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选拔出真正具

备优秀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其次，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鼓

励他们深入探索学科领域，掌握更多

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激励机制有助

于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三，

可以引导学校、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非简单地追

求高分。这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应试

教育模式，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第四，有助于中学教育与

大学教育的更好衔接，使学生在进入

大学后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和

生活。同时，大学在录取时能够更加

公平地选择优秀学生，帮助他们从更

多的选项中做出符合自己能力的学

业规划决定。

（二）试题难度稳定，符合教育教学实际

2023 年北京高考、等级考试卷以

保持稳定为基础，精准施策，试卷结

构、题型题量与往年相比基本一致，

各 学 科 考 生 的 整 体 得 分 率 基 本 与

2022 年持平，考生和任课教师普遍反

应，试卷中部分题目设计有所创新，

但总体难度属于中等，考生发挥良

好。试题在突出考查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基本活动经验和学科思想方法

的同时，也注重激发学生崇尚科学、

探索未知的兴趣，鼓励学生从不同视

角去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探究本质，

用学科思维分析问题，用学科方法解

决问题。这与国家育人目标一致，有

助于各项教育改革落地和深化实施。

2023 年的高考和等级考各学科

考生的得分率在 0.64 至 0.68 之间，这

种难度设计和考查内容设定既满足

了高校选拔的需求，也能够实现高考

促进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同

时激励学生通过努力付出，实现学业

目标，还能够促进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在“四新”背景下快速推进发展。从

各学科的数据统计结果分析，所有学

科数据都呈现负偏态分布，偏度在

0.91~0.19 之间，从以往的实际结果分

析，略微的负偏态分布既保证高考

和等级考的考试成绩能够使教师和

学生通过复习备考产生获得感，也

能对教师和学生起到一定的激励作

用，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特别是通过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的学

情、考情变化，从而不断反思和改进

教学，促进下一届考生在原有的基

础上查漏补缺、不断完善提高自身

的学业水平。

（上接第8版）

（一）对主干知识的掌握总体良好

高考、等级考在考查思路上

注重主干知识，通过对主干知识

的评价可以诊断教学，促进学生

对知识脉络的整体掌握。从高

考和等级考 9 个学科的考生表

现来看，考生对主干知识的掌握

基本良好。大多数主干知识模

块的得分率均在 0.6 以上。但是

某些主干知识的得分率还不尽

如人意，如数学的函数与不等

式、生物的遗传与进化、历史的

中国近代史，得分率低于 0.6。

考生的表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结合题目功能和考生作答情况

的分析，有些主干知识得分率较

低是由于相关题目的功能定位

为选拔高端学生，如数学的第

20 题。有些主干知识虽然整体

表现良好但在部分细节上还暴

露出一些问题，如数学的 10 题，

本题以数列递推为背景，考生

在 面 对 比 较 复 杂 的 递 推 公 式

时，解题的自信心不足。有些

考生思维定势比较严重，题目

稍 有 变 化 作 答 起 来 就 不 太 适

应，如思想政治的第 5 题，还有

英语的语法部分得分率一直不

高。这些细节问题需要在今后

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主干知识是学科的核心内

容和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学科主干知识为学科提供

了基础和框架，是学科研究和学

习的重要基础。学生通过主干

知识的学习掌握学科的基本内

容，理解学科内在的联系和内

涵，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探索打

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学

科主干知识是培养学科思维的

重要依托，通过学习学科主干知

识，学生可以掌握学科的基本思

维方式、问题解决方法和分析能

力，培养出独立思考和学科研究

的能力。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教学，图

表、示意图等可视化工具，帮助

学生理解和记忆概念，并通过举

例子、实例分析和案例研究，将

抽象的学科理论与实际情境相

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学科

知识。当面对一些较难理解的

知识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探究

性的学习任务，让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过程，通过发现问题、提出

假设、进行实验和调查，深入了

解学科知识。

关键学科能力是人才选拔

的重点考查内容。从本次高考

和等级考的考生表现来看，考生

在大多数关键学科能力方面表

现良好，如物理的理解能力、推

理能力、应用能力，思想政治的

辨析与评价，化学的辨识理解等

方面表现较好。考生在面对身

边的现实问题时能够运用自身

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但考生

在某些关键能力上的表现还不

太理想，如生物的思辨能力、化

学的实验能力、数学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还有待

提高。

有一些学科间共性的问题需

要教师在教学中重点关注，如在

探究能力方面，物理、化学、生物

3 个学科的相关得分率都较低。

以物理为例，第 14 和 20（2）题考

查了考生探究能力的第①层级

水平，平均得分率为 0.37，说明

多数考生的“通过阅读和观察，

获取新知识、新方法”的能力水

平是比较欠缺的；第 13、19（2）

和 20（3）题考查了考生探究能力

的第②层级水平，平均得分率为

0.23，说明多数考生不具有“从新

颖的物理情景中发现物理问题，

构建适当的简化模型，并应用恰

当的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的能

力。探究属于高阶能力，要求考

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构建探究

性任务、收集和分析信息、进行

实验和观察、运用学科知识进行

推理是学科学习的核心能力之

一，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至关重要，对学生未来的学习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今后的

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创设多条

件、多知识点关联的复杂情境，

突出考查学科内容之间的内在

联系与关键能力的综合运用，引

导学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和思

想方法，多角度思考、分析并解

决问题。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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