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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诊断性测试生物考试整体评析

一、总评

2020 年西城区高三生物诊断性测试已经落下帷幕，本次试卷考试知识基本涵盖

了高中生物五本书的内容。契合新高考的思路，依然关注对学生学科素养的考查。本

次考试的整体感觉就是“稳”，试卷题目比较常规，整体的难度与西城一模相近，题干

信息的字数与西城一模相近，多于海淀一模。开放性试题和“长句叙述”问题略少于

今年的西城一模。

选择题部分题目比较常规，重点依然是对于基础知识的考查。整体难度与之前西

城一模相似，略低于今年海淀一模。侧重于学生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查，与西城

一模相同，其中有 8 道选择题涉及图表信息提取。第 10题是较为纯粹的对探究性实验

能力的考查，这个在今年的西城一模没有出现，但是题目难度不大。

非选择题则注重对应用能力的考查，对于基础知识的考查略高于西城一模。几乎

每一道大题都有要求学生长句描述的题目，可见对于学生答题语言的训练依然是各个

城区教师关注的重点。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依然是热点，例如 16题虽然是以脯氨酸为

背景，但是整体考查的是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难点部分落在遗传板块，偏应用方向，

可见遗传育种板块依然是试卷中的“宠儿”。同时，也要求学生不能单单只是记住几种

比例的计算方法，更要把传统遗传和分子技术结合起来。知其然，同时知其所以然。

二、考点分布

1．知识点分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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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探究实验”主要以基础知识为背景，故这部分知识没有单独列出。

对于知识的考查依然不局限于课本的原话，侧重于综合运用，也借此传递北京高

考改革的方向，关注学科素养。相对于海淀一模，本次考试对于基础知识的考查难度

较低，题目的设问相对比较直白，也比较接近于平常练习题的风格，学生在做题时应

该会有比较强的熟悉感。

2．考查能力分值分布

从能力版块来看，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占比较重，但是又兼顾思辨与创新能力。

在这个刚刚恢复线下考试的时间点下，很适合学生查漏补缺，调整复习规划。学生需

要依据生物学知识，对给定文字、表格或图示中的信息进行描述或转换，运用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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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得出结果或给出答案。

三、模考后的学习建议

1．回归课本，构建知识体系

不论是单纯的知识考查，还是综合能力的测评，一定都离不开基础的生物知识。

本次试卷，尤其是选择部分，关注了学生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考生可以借助本次考

试及时查漏补缺，搭建知识体系。

2．关注答题语言的准确性

在生物高考要求的四个能力要求中，都有一个短句“运用所学知识”，可见生物的

论述题，不是单纯的“小作文”。生物的答题语言要求一定的逻辑和科学性，一字之差

可能会差之千里。考生在拿到答题卡后，不论是否得分，要认真研究标准答案和自己

的答题语言的偏差，思考如何减少这种偏差。在平时做题时，积累一些答题术语和思

路，使自己的答案看起来不白话，更接近于生物学科的答题语言。

3．培养审题和分析逻辑

纵观最近几次模考，不论是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对于学生逻辑分析的能力要求

较高，这不单单是文本阅读能力，更多是在提取信息之后，对于名词间关系的搭建。

所以，各位考生在考试后，除了明确知识错误外，更多的是总结自己的答题思路是否

贴切，不单单执拗于自己的思路为什么不得分，更多的是分析自己思考时，哪些方向

被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