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 理  

 2023 年高考物理全国卷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

托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衔接高中课程标准，注重深化基础，丰富问题情境，增强

探究性，突出思维考查，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引导学生夯实知

识基础、发展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服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和教育强国建设。 

  一、坚持立德树人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高考物理全国卷积极回应时代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关注，结合我国

最新的科技前沿进展及其在全球科创领域可圈可点的突出表现，引导学生树

立高远的科学志向和科技强国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高考的育人功能。如

全国乙卷第 16 题，以 2022 年 10 月全球众多天文设施观测到迄今最亮的伽

马射线暴为背景，介绍我国的慧眼卫星、极目空间望远镜等在该事件观测中

作出的重要贡献，凸显我国科技成就，开阔学生视野，引导学生了解科技前

沿，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又如新课标卷第 17 题，以今年 5

月刚刚成功发射的“太空快递”天舟六号为背景，这一中国空间站的“快递

小哥”是目前世界现役运输能力最大的货运飞船，引导学生增强科技自立自

强的信心，树立科技强国的远大理想。 

      高考物理全国卷设计与体育运动相联系的试题情境，引导学生增强

体育健康意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全国甲卷第 14 题以学生推

铅球为背景，全国乙卷第 14 题以学生垫排球为情境，将物理与体育锻炼相结

合，引导学生热爱体育运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二、联系生活实际 引导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高中物理新课程标准将学科核心素养凝练为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是学生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过程中的综合表现，

更加强调学生综合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考物理全国卷更加

突出真实问题情境的设计，选取鲜活素材，贴近学生实际，引导学生从生活

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逐步从解题走向解决问题；同时，引导课堂教学加

强与实际情境的关联，注重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新课标卷第 14 题设置空气中和水下两个声波探测者，生活场景跃然

纸上；第 15 题以无风时雨滴受空气阻力的作用在地面附近以恒定的速率竖直

下落为情境，考查学生对做功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对于数量级的认知是确

立物理观念的重要立足点；第 16 题利用定义国际基本单位“秒”的铯原子钟

的两个超精细能级考查学生的估算能力；第 24 题以趣味浓郁的“打水漂”游

戏为背景，引导学生运用简单物理模型解释有趣的生活现象，体会通过科学

指导生活实践的学习获得感，凸显物理学科从自然生活中来、到自然生活中

去的科学魅力；第 25 题以物理学史上著名的密立根油滴实验为背景，将真实

的实验现象转换为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对不同对象和不同过程的对比、分析、

判断的过程中，初步感受人类利用运动性质巧妙探究粒子带电性质的研究方

法。全国甲卷第 18 题以一些电子显示设备中电子束通过适当的非匀强电场聚

集为情境，考查学生运动与相互作用的物理观念。全国甲卷第 21 题和全国乙

卷第 17 题，从经典的电磁阻尼现象演示实验出发，从多个设问角度考查学生

对电磁感应原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三、加强实验能力考查 引导学生动手做实验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是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高考物理全国卷创新设问角度，注重考查学生

对基本实验原理的理解、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基本测量方法的掌握和实验

数据的处理等。试题充分发挥对高中实验教学的积极导向作用，引导教学重

视实验探究，引导学生真正动手做实验。 

      新课标卷第 22 题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要求学生能够正确使

用多用电表，分析电阻大小对电容器充电电流随时间变化曲线的影响及曲线

下面积的物理意义；第 23 题考查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大小的实验，要求学

生能够正确使用螺旋测微器，掌握单摆的组装、使用条件和数据处理。 

      全国甲卷第 22 题测绘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考查学生对电流表内

接、外接两种基本测量电路原理的深刻理解，要求学生画出按另一种电路图

进行实验的电流-电压关系曲线的示意图，具有一定探究性；第 23 题探究物

体做直线运动时平均速度与时间的关系，类似于伽利略最初研究斜面运动时

探究位移和时间关系的实验，要求学生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学会从实

验中总结规律，培养实验探究的能力。 

      全国乙卷第 22 题验证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实验，要求学生理解实验

原理，熟悉实验步骤，能够运用专业术语进行表达；第 23 题测量金属丝的电

阻率实验，与教材中通常采用的同时使用电压表、电流表测量金属丝的电压、

电流不同，通过“一表两用”的办法完成对电压和电流的测量，引导学生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验遇到的问题。 

 化 学  



2023 年高考化学全国卷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加强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试题命制遵循高中化

学课程标准，加强教考衔接，引导依标教学。试卷依据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突出

关键能力考查，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充分发挥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一、彰显学科核心价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试题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选取文物、中药等作为素材，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课标卷第 7 题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文物，考查文

物及其修复材料中成分的基本概念，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自觉传承科学

文化。全国甲卷第 8 题以中药藿香蓟的有效成分为素材，展现了我国中医药

的神奇魅力和作用。 

2  展示我国科研成果，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试题选取我国科学家的创新科研成果，在考查化学知识的基础上，激

发考生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新课标卷第 9 题以我国在多孔配

位聚合物晶体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为载体，第 10 题以我国化学工作者研发的

Zn-V2O5 电池为素材，第 12 题以新颖前沿的生物酶催化反应为背景，展现了

我国化学工作者在物质结构、催化机理、新型电池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创新成

果，弘扬了爱国主义情怀。 

3  精选试题情境素材， 体现学科社会功能 

      试题立足学科特点，结合学科与社会热点，围绕环境、材料等领域的

成果，考查应用于其中的化学原理，充分体现出化学学科推动科技发展和人



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凸显化学学科的社会价值。CO2 引起的温室效应给

环境带来影响，进而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将 CO2 高效转化为多碳产

物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化学研究领域。全国甲卷第 12 题切合当前热点，以近

年科学工作者开发的新型电池为背景，采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

源电还原 CO2 并提高多碳产物的生成率，考查基础电化学原理在科技创新中

的应用。全国甲卷第 35 题以一种高效催化还原 CO2 的催化剂为背景，考查了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化学键类型、晶体类型与性质、晶胞结构等知识。这些

试题既体现了化学的学科价值，又引导考生从基础化学知识的角度去观察思

考新事物、新技术、新方法，落实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创新性考查要求。 

  二、持续加强考教衔接 稳妥推进高考内容改革 

1  遵循高中课程标准，引导依标教学 

      试题遵循高中课程标准，引导中学教学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课标、回

归课堂，严格按照高中化学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新课标卷第 11 题以新课标中

要求学生必做的“不同价态含硫物质的转化”“简单的电镀实验”和“有机

化合物中常见官能团的检验”等实验为载体，考查了元素化合物性质、原电

池工作原理、有机物官能团的检验等内容，考查考生通过实验设计、现象观

察，分析证据与结论关系的综合能力，体现了新课标中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的核心素养。 

2  创新试题呈现方式，减少机械刷题 

      化学试题创新试题呈现方式，要求学生能够阅读和理解文本、符号、

图形、表格等信息，深度挖掘数据，客观全面地提取有效信息，准确概括和

描述所涉及现象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信息中蕴含的



规律或原理。新课标卷第 13 题以向饱和 AgCl 溶液中滴加氨水的反应为背景，

呈现了一个自变量下的多个因变量变化过程图，考查了学生从图中提取和加

工实验数据的能力。 

3  注重新老课标衔接，落实改革理念 

      化学全国卷共有 3 个卷种，试题均依据相应版本的课标命制，确保各

卷种的考查内容都在课标要求的范围之内，不追求标新立异，不出“繁难偏

怪”试题，通过依标施考，引导中学依标施教。全国甲卷第 36 题和新课标卷

第 30 题以药物合成路线为背景，考查学生对教材中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二者的合成路线中均含有带氨基的有机物，考查时严格依标命题。新

课标卷第 30 题针对新课标所要求的“胺的结构特点”设问，考查了氨基官能

团，而甲卷第 36 题则根据老课标要求，未针对氨基的相关知识设问。 

  三、突出关键能力考查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深化综合考查，促进知识体系构建 

      试题在突出对化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能等内容考查的同时，

强化对基础知识深入理解基础上的综合运用，引导中学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全国新课标卷第 29 题以高中化学课程中的重点内容合成氨为素材，

紧密联系工业生产实际，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化学反应

速率与限度、物质结构与性质等知识，试题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征，促进学

生知识体系构建。全国乙卷第 36 题采用结构较为复杂的药物奥培米芬的合成

路线作为素材，将高中阶段学过的有机化学反应和新反应结合起来，新反应

通过已知条件给出，将基础和创新融入试题，设问由浅入深，既考查了学生



对教材中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还考查了学生有机化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能力。 

2  坚持素养导向，考查学科关键能力 

      试题坚持素养导向，通过对化学学科素养的考查，有效地凸现学生必

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掌握情况，反映考生的学科核心能力水平。新课标卷第 27

题以流程图形式呈现从铬钒渣中分离提取铬和钒的多步转化过程，将化学反

应与中学化学知识相融合，考查了考生对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基本性质、化学

（离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物质的转化等综合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着

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逻辑推理、信息获取与加工等能力。 

3  关注学生感受，科学调控试题难度 

      在充分调研、科学分析学情教情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试题设问的开放

性、思维的层次性、情境的新颖性、计算的复杂性等因素对难度的影响，在

保证整体区分度的前提下，从以下三个方面合理调控试题难度：一是合理调

控基础题数量，三套试卷均保证了适当的基础题比例，帮助学生稳定心态，

发挥水平，提高答题感受度；二是降低计算量和复杂度，在设计试题时注重

考查学生的化学思维，尽可能避免较为复杂的数据计算。新课标卷第 28 题产

率的计算、第 29 题晶胞中含有 Fe 原子数的计算、全国乙卷第 28 题反应焓的

计算均减少计算量，避免了复杂的数值运算；三是精心调整设问方式，全国

甲卷第 36 题第（7）问在存在较多同分异构体的情况下给出了限定条件使问

题简化，并且采用选择正确答案的方式，降低试题难度。全国乙卷第 26 题第

（3）问试剂的选取通过给出选项限定答案范围，降低难度。 

 生 物  



2023 年高考理科综合生物试题包括全国甲卷、全国乙卷和新课标卷共 3 套。

高考生物命题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底色，依托高考评价

体系理论框架，注重发挥生物学科的育人功能。试题承续往年命题风格，体现教

育领域改革新要求，充分考虑学情实际，保持稳中有进。加强试题创新，丰富情

境来源，突出对学科基础、关键能力和思维品质的考查，进一步增强考查的有效

性，助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一、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高考生物命题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

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高考生物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学

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新课标卷第 2 题以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积累并广泛应用的生产生活经验为主题，要求考生分析其中蕴

含的生物学原理，使学生在学习与思考中切实感受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科学与

智慧，加强文化浸润，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2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高考生物立足生态学考查

内容，在试题中呈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实践成果，引导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国甲卷第 31 题以某旅游城市

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后城市环境发生的变化为背景，展现水体清澈、鱼

跃鸟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体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强

调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3　有机融入体美劳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高考生物精选试题素材，注重发挥试题的引导作用，在体美劳的考查和

引导方面下功夫。 

强化体育，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健康身心。新课标卷第 32 题展现运

动时的生理变化以及机体通过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以适应运动时的特殊生理

需求，要求学生分析心跳加快、呼吸运动加快、血糖平衡、水盐平衡维持的

生物学原理，引导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思考各项生理变化的原因和作用机制，

提升运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激发锻炼热情，强健体魄。 

重视美育，引导学生提升审美素养。新课标卷第 33 题展现湖区的浅水和

泥滩中栖息的水鸟画面，给予美的联想的同时考查学生对生态系统中能量传

递、生态位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此外，羽毛艳丽的水鸟吸引游客观赏，要求

考生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分析观赏水鸟时的注意事项，引导学生养成保护野生

动物、爱护环境的主动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加强劳动教育，弘扬劳动精神。全国甲卷第 32 题以乙烯对植物果实成熟

的作用为背景设题，强调果实成熟对果实储存和经济效益的影响。通过遗传

育种可以获得阻断乙烯合成、果实不能正常成熟的品种，解决果实不耐储存

的问题，增加经济效益。利用生物学知识解决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体现了劳动和生产实践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科学技术对推动农业发展进步的

意义。 

  二、 

加强关键能力考查 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高考生物坚持深化内容改革，加强关键能力考查，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促进教考衔接，发挥积极导向作用。 

1　理解能力考查 

高考生物强调对基本概念的考查，通过创新问题情境、增加信息呈现形式

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理解能力的考查，丰富考查维度和层次，强调准确深入的

学科理解，引导教学注重提质增效、减少机械刷题。全国乙卷第 1 题考查重

要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性质，综合考查单体、连接键、生物大分子的检测方

法，加深对生物大分子的理解，引导学生掌握比较与辨析的学习方法。新课

标卷第 3 题围绕新课标中新增的免疫细胞相关内容，包括病原体的识别、抗

原呈递细胞、辅助性 T 细胞、记忆细胞等，考查学生对人体适应性免疫及免

疫细胞功能的理解，引导学生夯实学科基础。 

2　实验探究能力考查 

高考生物丰富情境来源，从设计实验方案、分析实验结果等多个维度考查

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引导学生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全国乙卷第 38 题创设

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获得多种颜色的荧光蛋白的问题情境，考查学生对基因文

库、基因突变、目的基因表达载体构建等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求学生设计实

验探究突变基因在真核细胞中能否表达，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引

导学生提高运用生物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3　应用能力考查 

全国高考生物试卷注重实践育人，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引导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掌握真才实学。全国乙卷第 37 题以利用作物秸秆生产燃料乙醇

为主题，考查微生物培养的基本要求和乙醇的发酵过程，要求考生分析关键

操作步骤的目的及利用作物秸秆生产乙醇的优势，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感受

微生物应用的独特魅力，促进学生养成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4　创新能力考查 

高考生物试卷在试题情境设置、考查内容、提问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创新性，

多方位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注重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全国乙卷第 29 题创设植物气孔开度与红光、蓝光之间关系的实验探究情境，

要求学生分析红光、蓝光影响气孔开度变化的原因及光合作用对气孔开度的

影响，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中针对新问题得出新解释的创新能力。 

　　2023 年高考生物试题充分考虑学情变化和新旧课标对教学的影响，

通过优化试卷结构和试题设计，增强考生应答表现，提高考试获得感，服务

高校人才选拔。同时，试题立足学科特征，精选素材，发挥生物学科的教学

导向作用和育人价值，引导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促进教考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