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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课标引领 起到积极的教学导向作用

1.以课程标准中的内容要求、学业
质量标准为依据，紧密联系教材，引导对
课堂教学的重视和研究

部分试题“再现”了教材中情境，包

括光照强度和温度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下丘脑-垂

体-甲状腺轴”对激素分泌的调节、过敏

现象与原因分析、观察质壁分离等必做

实验，但在考查形式和设问角度上又有

创新，避免机械刷题就能得高分的现象。

如第 9 题中在给出教材中已有的

“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基础上，增加

了“促甲状腺激素能刺激甲状腺增生”的

新信息，要求考生判断食物中缺碘会造

成相关激素分泌量的改变。

第 6 题的情境将必修二《遗传与进

化》中“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和选择性必

修三《生物技术与工程》中“转基因抗虫

棉”结合起来，两个情境均是考生耳熟能

详的，但考查角度不是考生熟悉的基因频

率改变的原因或转基因抗虫棉的培育过

程，而是要判断给出的农业生产措施能否

使转基因抗虫棉保持抗虫效果。其中，有

的措施考生平时从未遇到过的，因此对考

生的综合判断能力要求较高。

2.注重对核心知识和主干知识中蕴
含生物学原理的迁移应用

非选择题的6道大题，分别涉及微生

物的培养与分离、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

群落结构与生态系统功能、PCR和遗传

育种、叶绿体和线粒体在结构与功能上的

联系、细胞周期与基因工程等，均为课标

中的重要概念。但在具体考查形式上每

道大题除了前两问对基础知识的回顾以

外，均为对概念中实质或原理的延伸或迁

移，强调用归纳与概括、演绎与推理、创造

性思维等方法阐释生命现象或规律。

第 16 题中培养与分离的溶菌细菌

是考生不熟悉的，其基本操作如培养基

的组成是大致相同的，但考生要根据题

目中给出的溶菌细菌特点来鉴定和分离

出溶菌细菌；第17题的情境是骨骼肌细

胞静息电位的形成机制，考生在解答此

题时要将选择性必修一《稳态与调节》中

学过的神经细胞静息电位的形成原因加

以迁移应用。

服务选才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测评学习潜力

1.融通多学科知识和思想方法，引
导考生像科学家一样解决问题

不同学科的思想方法是融通的，可

以相互借鉴用以解决问题。第 17（3）题

考查考生基于静息电位等重要生物学

概念，结合“K+静电场强度”“电荷平

衡”等科学学科的知识，借助简单的数

学计算，验证生物科学假设。引导考生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在解题的过程中解

决实际问题。

2.不仅考查是否“学会”，更测评是
否“会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知识

不断涌现，主动的学习意识和快速的学

习能力对考生的终身发展尤为重要。试

题不仅考查考生是否“学会”，即是否能

用所学的“旧”知识在“新”的情境中解决

问题，更加注重考查考生是否能在新情

境下快速获取新信息，准确运用新知识，

创新性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第 20 题以我国科学家新揭示的重

要科学机制——细胞氧化还原稳态调控

途径为情境，要求考生在已经学习过的

叶绿体、线粒体的结构与功能、细胞器间

协调配合等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阅读新

材料，解读活性氧代谢调控的新概念、

A 酸-B酸循环的新过程、科学家解析调

控机制的新思路方法，从稳态平衡的角

度进一步完善、构建新的细胞器间协作

的知识结构，迅速抓住本质规律，快速进

行知识迁移，运用科学思维灵活创新地

解决新问题。材料学习题目不仅测评了

考生的学习积累，更注重测评考生获取

并筛选信息，进而将新知识融入已有知

识网络的学习潜能，关注考生未来的发

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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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试题评析
2023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生物学试题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继承发扬北京生物

学学科命题特色与风格：凸显课标引领，聚焦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立足学科基础，导向课堂教学；重视主干知识、关键能力、思维品

质与态度责任的整合，稳步推进“五育并举”考试内容体系建设，旨在考查考生“真实情境下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过程与方法；充分

考虑首都高中教育学情，不断丰富命题情境，加大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查力度，助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
强化素养导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凸显时代主题，推进“五育并举”
第 2 题以“不同强度体育运动时，骨

骼肌消耗能源物质相对量”情境，引导考
生在体育锻炼，健康身心的过程中，要科
学、合理运动。第18题以“进行城市小型
绿地生态景观设计”情境，引导考生在结
合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重
视美育，提升审美素养，养成爱护环境的
主体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第 19 题以
二十大报告提出“种业振兴行动”为指导，
以我国科学家创制优质油料作物品种为
情境，创设系列问题，让考生置身于真实
的现代育种科研场景中，解决因制种不纯
而导致减产的实际问题，要求考生分析设
计出在大田育种时要通过颜色特征拔除
杂苗的田间操作，树立劳动意识，体会创
造性劳动的价值。引导考生深刻体悟“端

牢中国饭碗”的重要意义，树立“科技创
新、强国有我”的志向。

2.突出育人功能，培养自信、责任和
担当意识

第1题对PET-CT影像学检查方法中
示踪剂的认识，体现对科技前沿的关注，培
养责任和担当意识；第11题以“京西地区
多个停采煤矿的采矿废渣山进行生态修
复”创设情境，引导考生关注北京的绿色发
展，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认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激发考生
热爱首都、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培养责任
和担当意识；第20题以我国科学家新揭示
的重要科学机制——细胞氧化还原稳态
调控途径为情境，考查考生快速理解并掌
握新信息，构建新的知识结构并加以应用
的能力，同时增强民族自信。

体现科学课程本质 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在“真做实验”方面，重视课标要求
的学习活动，大容量展现科学研究活动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评估考生科学素质
基础

第 13题综合讨论实验操作与目标的
关系，考查考生在课堂学习中培养的实践
能力。选项分别指向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
分离和复原、利用乳酸菌发酵制作泡菜、调
查某种生物种群密度、利用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培育植物幼苗等学习活动。试题既强
调规范的操作，又凸显严谨的思维。

第 16题以科学家分离溶菌细菌为背
景，问题设置贯穿了发酵工程中的配制培
养基、灭菌、接种和微生物培养等基本实
验操作。指向本模块要求的获得纯化的
酵母菌落、分离土壤中分解尿素的细菌并
进行计数等学习活动。试题意在引导课
堂实验中真动手、真思考，有效提升考生
科学探究能力。

第3题指向探究不同环境因素对光合
作用的影响；第7题指向观看反射过程的
动画，分析反射弧的组成；第12题指向收
集单克隆抗体在临床上实际应用的资料，
并进行交流分享；第15题指向结合个人免
疫接种的经历，探讨免疫制剂的作用；第
19题（2）指向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扩增DNA片段并完成电泳鉴定。

除生物学课堂开展的实际动手的学
习活动外，试题中出现较多课程内容里经
典实验中经常提及的实践操作，如示踪、
杂交、注射、测量、植物栽培、小动物饲养
和细胞培养等。高度关注生物学实验和

实践活动，能够强化考生学习过程中的实
践经历的重要性，奠定考生主动参与学习
和发展科学素养的基础。

2.在“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方面，
基于真科研情境，全流程反映科学探究过
程，全要素考查科学思维，积极助力科技
创新人才选拔

生物学课程要求考生在亲历提出问
题、获取信息、寻找证据、检验假设、发现规
律等过程中习得生物学知识，养成科学思
维的习惯，形成积极的科学态度，发展终身
学习及创新实践能力。试卷并非集中在某
一个特定的题目里“套路化”地呈现科学探
究的主要环节，而是在不同的题目里渗透
科学探究的全要素，在整卷的总体布局中
考查科学探究的全流程。

第 16 题（4）在自然现象和基本方法
等题干信息的支持下，要求考生写出探究
实验的假设，从提出创新性问题的角度设
问；第21题（3）在给出研究目的和主要材
料的基础上，要求考生完善制备模型小鼠
的技术路线，从设计创新性实验方案的角
度设问；第19题（3）在提示育种基本流程
的基础上，要求考生对其中的田间操作进
行描述，从实施设计方案的关键操作角度
设问；第17题（3）针对经典实验中神经元
静息电位的测定，要求考生利用具体的公
式分析骨骼肌细胞实验数据，从检验和校
正实验假设的角度设问；第18题（4）题呈
现不同的研究思路，要求考生进行比较和
批判性思维分析，从对不同方案评价反思
的角度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