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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秉持“素养立意”理念，聚焦学科本质，考

查主干内容，关注思想方法，提升价值观念。以此

撬动教育生态的变革，促进教、学、评指向一致，在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同时关注减少低效重复，优

化教学内容结构，促进学科育人能力不断提升。

1.集中反映生命科学特征规律，带动学科思

想观念提升

试卷坚持考查学科主干内容，反映学科的核

心本质与主要特征，帮助学生把握学科规律、领

悟学科真谛、感受学科魅力，促进学科素养全面

提升。如第 18、19、20、21 题都考查了生命信息

传递的基本规律——“中心法则”，第5、6、7题都

考查了“减数分裂和有性生殖”这一生命起源和

进化历程中的重大事件。

2.引导教学回归教材，做好学科教育减法

试题考查内容源于教材，情境与设问不拘

泥于教材，关注考生对主干知识的深入理解与

灵活应用，旨在引导提高课堂学习质量，弱化细

枝末节，避免以练代讲，摒弃题海战术，倡导科

学合理做好减法。如第 19（4）题对信息在细胞

中“放大效应”的考查并非仅停留在对术语的浅

层理解上，而是要求考生深入思考信号放大对

生物体的作用与意义；第20（1）题考查对细胞分

化这一概念最核心的理解，引导师生多问“为什

么”，关注学科概念的“本”和“源”。

彰显学科育人价值 助力强国人才选拔
——北京市2024年高中等级考生物试卷特点

北 辰

2024年北京市等级考生物试题的命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使命，服务人才强国战略。试题认真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体现生物学科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学科育人价值。试题遵循国家课程标准，

积极落实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促进学生生物学素养的全面达成，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

拔培养，在坚持北京命题理念、延续试题特色的同时，注重考查学科本质。试题呈现以下特点。

试题通过精选情境、高站位

设问，引导考生认识到生物学科

的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以及人民健康生活，具有基础

性和支撑性作用，特别是认识到

我国科学家做出的具有开创性、

引领性的研究成果为祖国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进而树立“科技创

新、强国有我”的志向。

1.体现学科对国家发展的贡

献，引领考生感悟学习的意义和

价值

试题关注国家发展对强国

人才选拔培养需求，体现学科对

国家发展的贡献。如第 15 题以

“全球人类生态足迹的变化”创

设情境，聚焦“绿色发展”的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又如第 21 题聚焦粮食

安全问题，以我国科研工作者对

玉米遗传育种的研究为情境，要

求考生运用假说—演绎法，分析

基因与玉米籽粒性状的复杂关

系，感悟生命科学研究对祖国发

展的贡献。

2.用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

的生动实例，激励学子报效祖国

试题大量选用我国科技工

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创

性成果，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

用创新，都是为科技强国作出的

贡献。如第 11 题以我国科学家

在灵长类干细胞诱导分化体系

研究中的突破为情境命制，反映

了该成果的重大意义；第 10 题

以我国对濒危鸟类朱鹮的成功

保护为情境命题；第 18 题选用

我国科学家研究构建的植物逆

境响应调控模型为情境创设问

题。试题用这些成就激励学子

以科学家为榜样，树强国之念，

立报国之志。

科学教育加法，不应体现为

任务量的重复增加，更不在于思

维复杂度的简单叠加等加“量”

的做法，应在“质”的提升上多下

功夫。生物试卷以三个“加”，阐

释对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内涵的

学科理解，着力引导科学素养的

提升。

1. 致敬科学巨匠，“加”科学

精神

试卷选用多位科学巨匠的研

究命制试题，寓教于考，以科学家

精神给考生以启迪。如第 6 题以

摩尔根及其弟子们所绘制的科学

史上首个遗传图谱为素材；第 16

题以达尔文在日记中回顾加拉帕

戈斯群岛的研究为情境；第 19 题

呈现了因揭示嗅觉机制而获诺贝

尔奖的部分研究；第 21（4）题要求

考生灵活运用遗传学奠基人孟德

尔推演杂交实验结果所用“假说

—演绎法”，解决现代遗传学相关

问题。这些试题用人类科学奠基

者们的伟大成就感召考生，以科

学巨匠的思想方法启迪考生，引

导考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探究新问题。

2. 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

“加”学习能力

强国人才不仅要“学会”，更

要“会学”。学习能力反映了考生

未来发展的潜力，既是接受高等

教育应具备的关键能力，也是选

育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指标。如

今年的材料学习题（第 20 题）在

“学会”与“会学”的基础上，突出

考查以新知识创造性解决大问题

的“学以致用”。其中第（1）和（3）

小题考查的是对教材知识是否

“学会”，而第（2）和（4）小题则从

不同水平考查是否“会学”。第

（2）题考查对新概念的学习理解

是否准确，第（4）题要求考生灵活

应用材料中的新方法解决一类问

题，考查创新思维。试卷通过第

3、19、20、21题等具有学习要求的

试题，从不同思维水平考查，助力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3. 强调实验探究，“加”工程

实践

试题倡导做“真”实验、“真”

做实验，促进学生科学探究素养

与实践能力的提升。如第 17 题

以啤酒生产过程中真实的工程

需求为情境，考生可用从课内实

验中获得的知识与方法解决问

题，对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科学思

维和工程思维进行了考查。试

卷共考到了 13 个教材实验，提示

科学教育要关注对科学实验和

工程实践做好加法。试卷第 14、

17（3）、19（3）题“加”的是对实验

现象与结果的深入思考，第 4、7、

12、17（4）题“加”的是对实验的

迁移应用，希望为“加”什么和怎

样“加”提供启示。

立足国家人才战略 以科学家精神铸魂育人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引导考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聚焦生物学科本质

促进教学变革提质增效

2024 年等级考生物试卷以为党育

人，为国选才为根本目标，深化考试内

容改革，稳中求新。试卷聚焦学科本

质，培育科学精神，关注学习能力，助

力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引导做好

学科教育的加减法，在持续推动首都

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同时，更加有力

地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

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