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注重：导向教学、衔接一体、选拔区分

一、注重考试评价对教学的引导作用

高考北京卷命题准确把握数学教学实际，

实现教考的良性互动，体现考试评价对教学的

引导作用。一是命题设计紧扣课标和教材，回

归课堂、回归学科本质。如第 6 题的抛物线问

题、第16题的立体几何问题，都是解析和立体几

何的基础性知识，为中学生“减负”创建良好的

教育生态，促进新高考与新课程、新课标与新教

材的协调联动。二是问题设计深入浅出，设问

层层递进，形式灵活多元。如第20题，通过三层

设问环环相扣，又依次递进，对能力素养要求连

续升级。通过“多问把关”“多题把关”，试题将

难度设置在对学生思维层级的考查上，对引导

教学起到积极作用。

二、注重中学与大学的衔接一体

高考北京卷着眼于考查学科思想方法和思

维能力，以高考为纽带，体现中学与大学的联

系，注重思想方法的衔接。如第 10 题以数列

的呈现方式考查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体现

了转化与化归、特殊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的思

想方法；第 18 题考查学生的数据分析与统计

预测能力，体现了或然与必然的思想方法。

这些思想方法在未来的大学学习中将起到重

要作用。

三、注重发挥考试的选拔区分功能

北京卷依据课标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优

化试题呈现方式，加强对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

的考查，注重考试对人才的选拔作用。一是进

一步丰富了核心素养的考查路径。通过综合

性、开放性与探究性的问题设置，试题科学有效

地测评出学生数学素养各要素的不同水平。如

第 17题结构不良问题，学生对备选条件的判断

与认识程度能够反应到做题繁简与用时的差异

上，从而区分出不同层次的思维品质。二是通

过多种形式合理控制试卷的难度，满足不同层

次高校招生需求。试卷整体设计呈现出丰富的

层次梯度，每一种题型的题目设置都由浅入深，

逐层递进。如第 19题椭圆问题，学生可以用多

种方法进行解决；再如具有北京特色的第21题，

三问之间逐步深入，让不同思维水平的学生都

能有不同的展示平台。

四个坚持：五育并举、主干知识、思想方法、数学素养

一、坚持五育并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高考北京卷命题坚持五育并举，构建了引导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如第14题以

战国时期的“环权”为背景，考查数列基本知识，渗

透德育内容，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信。第9

题以安装灯带，勾勒一个具有“对称”结构的坡屋顶

的建筑轮廓为背景，渗透美育与劳动教育。

二、坚持对主干知识的考查

高考北京卷基于课标，坚持突出对主干知

识的考查，重点考查了函数导数与不等式、三角

函数与解三角形、平面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统

计概率、数列等主干知识，充分体现了对数学知

识考查的基础性和全面性。

三、坚持对思想方法的考查

高 考 北 京 卷 从 数 学 学 科 整 体 意 义 和 思

想价值的高度立意，坚持对数学基本思想方

法的考查，通过多题、多角度考查数形结合、

函数与方程、化归与转化、分类讨论和统计

等 思 想 方 法 。 如 第 15 题 考 查 数 形 结 合 思

想，第 19 题考查函数与方程的思想，第 20 题

考查了分类讨论思想等。

四、坚持对数学素养的考查

高 考 北 京 卷 延 续 已 有 命 题 理 念 ，守 正

创 新 ，坚 持 以 素 养 立 意 。 试 题 通 过 设 计 现

实性和综合性问题，实现对数学抽象、逻辑

推 理 、数 学 建 模 、直 观 想 象 、数 学 运 算 、数

据 分 析 六 大 素 养 的 综 合 考 查 。 针 对 逻 辑

推 理 ，通 过 宽 入 口 、多 思 路 ，北 京 卷 设 计 了

多 道 题 进 行 考 查 ，如 第 17 题 、第 20 题 ；针

对 数 学 运 算 ，试 题 重 点 考 查 学 生 对于算理

的 理 解 和 算 法 多 样 化 的 应 用 ，如 第 19 题 考

查了学生运算过程的严谨性以及运算的灵

活性。

三个深化：
理性思维、问题解决、持续发展

一、深化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考查，发展科学
探究的精神

高考北京卷针对北京学生知识面广、视野

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等特点，设计创新和思维深

刻的问题，深化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考查。如第15

题利用含参函数的单调性，用化归与转化的思想，

通过画图和直观想象进行判断。几个选项层次分

明、区分度高，较好地考查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直

观想象能力，使学生理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得到

充分展示。

二、深化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发展
实践创新的能力

高考北京卷突出对数学应用和复杂情景中问

题的考查。试题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的情景，引导

学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社会中的问

题。如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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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题以农产品的价格作为背景，考查统

计学中预测方法应用的全过程，使学生体会数学

与现实的结合，能够“真懂会用”，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民生问题，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三、深化对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的考查，发
展终身学习的理念

高考具有发展性功能，北京卷创设多样化的

情境、创新试题的呈现方式，体现对学生可持续

学习能力的考查。试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数学

知识从做题延伸到做事，如第 9题、第 14题和第

18 题，源于文化、社会和生活的情境，真实体现

数学原理和方法的应用；第13题、第17题和第21

题，设置了开放性、结构不良和综合性问题，考查

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素养。

总之，2023年高考数学在试题的结构和难度

等方面稳定的情况下，保持对数学主干知识、思

想方法的考查，稳中求进，关注数学素养和学生

的创新能力，形成了“四个坚持，三个注重，三个

深化”的评价特点。试题导向中学对“四具备”人

才的培养，即具备自觉的数量观念的人、具备严

密推理逻辑的人、具备高度抽象概括的人、具备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作风的人；引导教学在六个方

面“下功夫”，即在主干知识的掌握上下功夫、在

数学学科本质的理解上下功夫、在数学思想方法

的领悟上下功夫、在数学应用探究上下功夫、在

创新思维形成上下功夫、在数学素养的养成上下

功夫；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形成具有

北京特色的考试评价模式，彰显高考的育人功

能，推进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高考数学北京卷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了“四个坚持，三个注重，三个深化”的
评价特点。试题坚持五育并举，坚持考查主干知识，坚持考查思想方法，坚持考查数学素养；注重引导
教学，注重衔接一体，注重选拔区分；深化对学生理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可持续学习能力的考查，达到
落实高考育人的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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