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题从重要概念、研究方法、内容

呈现方式等方面，灵活运用教材中素

材、情境，考查生物学课程内容要求，

对教学进行正向积极引导。

1.贴近教材情境，体验学习的获
得感

试题选取贴近教材的情境，拉近

试题与考生的距离，促进考生更好地

运用基础知识解决问题。如第1题涉

及教材中大肠杆菌和水绵的结构，引

导考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进行比较

和归纳；第 6 题借鉴了教材中果蝇 X

染色体上基因示意图，引导考生围绕

基础知识多角度思考问题。试题内容

来源于教材但又不拘泥于教材，考查

考生基础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在解决

问题中增强学习获得感。

2.灵活运用教材内容，为展示学
习成果搭建舞台

试题从教材内容出发，对教材内

容进行灵活处理，从新角度进行设

问。如第 9 题采用“接种流脑灭活疫

苗”的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特异性

免疫的知识解决问题；第 16（2）题运

用新的情境引导学生进行种间关系这

一基础知识的判断；第 17（1）题利用

啤酒的工业化生产情境，引导考生运

用重要概念分析问题。试题在多样化

呈现教材内容，促进教学关注基础知

识落实的同时，关注对重要概念的深

入理解及灵活运用，实现考试对教学

的有效引导。

3.契合课标要求，关注重要概念、
关键能力的考查

试题紧扣生物学重要概念、关键能

力设问，考查考生对生物主干知识的理

解和关键能力的运用。如第5、6、7题考

查了课标中有关“有性生殖”的重要概

念；第18（4）题考查了考生在教材中所

学的实验设计中“控制变量”的方法。

试题通过契合课标的情境设置和设问，

引导教学对教材、课标中生物学重要概

念和基本规律的重视，促进基本研究方

法的深入理解与灵活运用。

4.体现实验在生物学研究中的重
要性，关注实践能力的考查

科学实验不仅是获取知识、揭示

自然规律的方法，同时也与创新能力

关联。开展科学实验能够促进学生领

悟科学研究的方法、习得相关操作技

能。如第14题考查教材实验内容，探

讨高中生物学实验的实际操作，关注

多个实验的实验材料选取与实验现象

的关系，既考查考生基本实验技能，又

考查考生对生物学现象的理解；第12题

用“光谱”月季的特点为情境，考查教

材“质壁分离”等相关实验；第17题紧

密结合教材中“微生物培养”的实验。

试题着重选取了多个高中教材实验内

容，采用实验操作、实验现象分析等多

个角度考查考生对教材实验的理解，

引导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实践

机会，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与素养。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的科研成就，

离不开人才的选拔。试题从我国科学家的科

研成就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服务创

新人才选拔等方面发挥考试在立德树人方面

的重要作用。

1.突出我国科研成就，展现家国情怀
第7、10、11、12、18、20（3）、21题均选用我国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我国科学家以及生物

学科对国家发展的重大贡献，引导学生增强民

族自豪感，展现家国情怀。如第11题以我国科

学家体外诱导食蟹猴胚胎干细胞培养形成类囊

胚的科学研究创设情境，这一成果为研究灵长

类胚胎发育提供了实验体系，是我国科学家的

突破性研究成果，也是世界上基于干细胞的胚

胎模型代表了灵长类动物胚胎模型研究领域的

重大进展。

2.关注生产与社会，体现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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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关注生态

安全，并认识到生态问题是全球人类的共同问

题，不仅要从自身做起，还要具有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从国际视野进行思考和分析；第 21 题

以我国科研工作者对玉米籽粒发育的研究为情

境，运用“假说—演绎法”，引导学生分析基因与

性状的复杂关系，从而引导学生关注粮食安全，

深刻体会科技在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的作用，树

立“科技强国、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

3.关注素养考查，助力人才选拔
试题通过在真实的科学研究情境中设计不

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考查学生对生命观念、

学科本质的理解，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和表现。

如第3、8、16（4）、17（1）题分别从结构功能观、稳

态平衡观、进化适应观、物质能量观的角度考查

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第16（3）~（4）、18（5）、

20（4）、21（4）题分别从实验目的、研究思路和方

法、完善模型、工程载体的构建、提出假设以及

检验实验假设等角度，考查学生推理与论证、模

型建模、结果与结论、假设与预期等，凸显科学

思维和工程思维，在重点考查学生学科能力的

同时，实现对具有创新性思维意识和能力的考

生的选拔。

4.创设熟悉情境，彰显北京特色
第 10 题以我国对濒危鸟类朱鹮的成功保

护为情境，考查种群、种群数量变化以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知识，引导学生关注生物多样性

保护，树立生态环保意识。第 8 题以“北京马

拉松比赛”为情境考查血糖调节；第 12 题以

“装点美丽的京城中的变色月季光谱”为情境

考查相关实验。这些试题都通过北京故事、北

京环境等引导考生关注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

身边的事例，激发学生爱家乡的情怀，树立为

家乡作贡献的志向。

紧密联系科研与社会

充分发挥学科价值引领作用

坚持固本培元 实现“以考促学”

试卷在引导中学生物学教育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助力创新人才发展方

面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对科学教

育加法“加”在哪里、如何“加”有积极

引导作用。

1.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
激励考生积极投身祖国建设

试卷选用多位科学巨匠以及我国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背景命制试

题，激励考生感悟科学巨匠的思想方

法，像科学家一样在科技战线上建功

立业、报效祖国。如第 16（4）题展现

了达尔文日记中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物

种特征研究的真实记录，拉近了学生

与科学家的距离，让学生能够突出地

感受到科学家的工作与思考；第 6 题

以摩尔根对基因与染色体关系、揭示

首个遗传图谱的经典研究为情境，引

导学生回顾教材，重新思考科学家的

研究过程，而不只是停留在科学概念

上。第 10、11、20、21题将我国科学家

的工作展现了出来，激励考生关注我

国科学前沿的突破性成就，将来积极

投身国家建设。

2. 强调科学实践与工程实践考
查，积极引导学习方式变革

科学实践与工程实践是学生科

学学习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试题引

导学生在真实研究过程中，领悟和运

用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复杂的

工程学问题解决中，创造性地进行思

考和设计，促进创新能力发展。如第

17题引导学生将微生物代谢、培养等

课内知识运用于啤酒生产过程中真

实的工程实践，发展科学思维和工程

思维；第 18（4）题，引导学生基于复杂

信息和科学事实建构新的调节机制

模型；第 21（4）题，引导学生运用“假

说—演绎法”大胆推理分析，认识陌生

生命现象背后的遗传机理；第 20（4）

题引导学生基于新信息的获取、分析、

内化，创新性地设计新的工程产品，解

决一类研究问题，考查深度学习思考、

创新设计的能力。

3.倡导“真”做实验、做“真”实验，
凸显学科本质与特色

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离不开科学实

验，高中生物学实验是考生学科知识

运用、学科基本技能获得、学科思想方

法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学科思维品质

发展、实践能力形成、创新能力发展的

良好途径。基于实验的学科概念建构

和探究能力发展，是生物学科的重要

特色。试卷考查涉及13个教材实验，

倡导一线教学带领学生走进实验室，

“真”做实验，做“真”实验，促进素养全

面发展。如第 4 题，以环境因素对光

合作用影响的研究为情境，引导学生

分析光饱和条件下，提升光合作用速

率的方法；第14题从实验取材对实验

结果影响的角度切入，呈现了多个实

验中显微镜观察的结果，倡导学生真

做教材实验。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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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生物试卷评析（节选）

2024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生物学试卷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落实建

设学习型社会和科学教育加法的要求，彰显育人价值。试题继承发扬北京生物学学科命题特色与风格，遵循国家课程标

准与教材，聚焦核心素养，重视主干知识、关键能力、思维品质与态度责任的整合，关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