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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2021 届高三生物期初调研性测试卷反馈 

与新高考复习建议 

一、命题指导思想 

本次试题命制是在新课标、新高考背景下的新尝试。试题遵循新的课程标准，

按照课程标准中要求的学业质量水平三、四，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学科思维和学科能力的水平及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达标程度。 

这是面向本届高三学生的第一次综合性测试，旨在了解 2021 届高三生物学

科的教学状况，一方面让教师对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能力水平能做一个诊

断；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学科上能给自我做个诊断。预设难度 0.5-0.55，便于师生

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调整，因此此次命题对一轮复习起到方向性和指导性作用。 

二、试卷结构与命题特点    

（一）试卷结构与题型 

2021 届高三生物期初调研性测试内容结构、分数分布、能力结构上与去年调

研卷以及江苏高考题基本保持一致；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非选择题，单选

题前 6 题为 1 分题，7-20 为 2 分题（见下表） 。 

项目 试卷结构 

题型 
单选题 多选题 非选择题 

1 分题 2 分题 3 分题 7 分题和 8 分题 

题号 1-6 7-20 21-24 25-31 

分值 6 28 12 54 

合计 

34 12 54 

                      100 分 

（二）试卷阅读量分析 

本次测试时间 90 分钟，去年同期调研测试时间为 100 分钟，从总阅读量上

看，今年的调研试题对学生阅读文字和图表的要求高，统计的大约字数、图表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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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选择题（字数） 非选择题（字数） 图表数量 测试时间 

2020 届期初 3587 3038 41 100 分钟 

2020 江苏高考 3445 2872   24 100 分钟 

2021 届期初 3752 3628   44 90 分钟 

（三）知识点分布：试卷考查的知识点在教材中的比例情况 

模块 考查内容 题号 分值 比例 

 

 

必修 1 

1.生命的分子基础 1 1 

19（19%） 

2.细胞的结构 7 2 

3.细胞的代谢 5、8、25 1+2+8=11 

4.细胞的增殖 9 2 

5.细胞分化、衰老、凋亡 21 3 

 

 

必修 2 

1.遗传的细胞基础 26 8 

26（26%） 

2.遗传的分子基础 10、22 2+3=5 

3.遗传的基本规律 11、31 2+8=10 

4.生物的变异 12 2 

5.生物的进化 2 1 

 

选择性

必修 1 

1.植物的激素调节 14 2 

23（24%） 

2.生命活动的调节 13、23 2+3=5 

3.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27 7 

4. 种群和群落 3、28（2）（3） 1+3=4 

5.生态系统及其保护 15、2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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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

必修 2 

1.基因工程、蛋白质工

程 

6、30 1+8=9 

19（19%） 2.细胞工程 19 2 

3.胚胎工程 20 2 

4.发酵工程 4、28（1）（4） 1+5=6 

 实验 必修实验为主 

16、17、18、

29 

2+2+2+7=13 13（13%） 

合计 100  100% 

 

（四）命题特点 

1. 注重情境创设，考查生命观念素养 

情境化试题有利于考查学生在问题情境中的知识掌握程度，更能精准考查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次命题搭建了不同类型的情境，为落实新课标

中对生命观念三、四级素养水平的考查，不少试题提供了综合情境，比如第 2、

7、14、17、24、25、27、28、29、30、31 题等，有的是复杂情境，比如第 25、

29、30、31 题。在构建不同类型情境的基础上，试题侧重考查生物学科核心素

养。比如第 7、21、30 题考查结构与功能观，第 14、15、24、27 题考查稳态与

平衡观，第 8、25题考查物质与能量观，第 2、12、19、26、31题考查进化与适

应观。这些题目的考查都体现了“学生应该在较好地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基础上形

成生命观念，能够用生命观念认识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形

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并以此指导探究生命活动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2. 重视思维与创新，考查科学思维素养 

 本次命题遵循新课标水平三、四的要求：“能够从不同的生命现象中，基于

事实和证据，运用归纳的方法概括出生物学规律，并在某一给定情境中，运用生

物学规律和原理，对可能的结果或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或解释，并能够选择文字、

图示或模型等方式进行表达并阐明其内涵。”“能够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基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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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据，采用适当的科学思维方法揭示生物学规律或机制，并选用恰当的方式表

达、阐明其内涵。在面对生活中与生物学相关的问题并作出决策时，利用多个相

关的生物学大概念或原理，通过逻辑推理阐明个人立场。”  

试题秉承南京试卷的以往特色和亮点，继续呈现比较鲜活的材料和多样的形

式，比如选择题通过 25幅图、2张表格，非选择题通过 17幅图包括过程图、示

意图、曲线图等构建试题情境，要求学生从图表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基于事实

和证据，采用适当的科学思维方法解决问题。在秉承以往特色的同时，试题又有

不少变化与创新之处。首先，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选择题的类型上，设置了

1分题和 2分题，在题量上，删减一道多选和一道非选题。从非选择题的设置来

看，加大了对开放性答案的考查力度，第 25 题第 4 空、第 27 题第 3 空、第 28

题第 4 空、第 30 题最后空均为开放性问题，要求学生分析原因或思考生理活动

的意义，较好考查了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 

3. 联系生产生活，考查社会责任素养 

“社会责任”是指基于生物学的认识，参与个人与社会事务的讨论，作出理

性解释和判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担当和能力。学生应能够以造福人类的态度

和价值观，积极运用生物学的知识和方法，关注社会议题，参与讨论并作出理性

解释，辨别迷信和伪科学；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尝试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生态意识，参与环境保护实

践；主动向他人宣传关爱生命的观念和知识，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健

康中国的促进者和实践者。 

本次试卷不少试题注重将生物学知识与生产生活实际、社会热点相联系，考

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的责任意识。如第 4题以传统发酵为背景考查发

酵食品的制作；第 24题以水质净化为背景引发学生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第 14题

涉及赤霉素（GA）和脱落酸（ABA）在种子萌发中的作用，第 25题涉及光合作用

和光呼吸在生产中应用，第 27题考查了新冠肺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过程，第 28

题以酵母菌的培养为背景考查的微生物培养和计数技术，第 30 题以基因工程为

背景考查转基因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 

这些题引导学生关注并参与社会热点中的生物学议题的讨论；接受科学、健

康文明的生活建议，珍爱生命；了解传染病的危害与防控知识；关注生物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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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能通过科学实践，尝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这

些题型的设计，引导学生避免死记硬背，提高了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也体现了生物学知识的实用性和创新性思维特征，有利于激发考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三、考试相关数据 

（一）全市总体情况： 

总人数 参考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标准差 
全体 高分段 低分段 

14893 14286 91 0 49.5 67.5 31.8 14.45 

（二）各题得分率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高分 1 1 1 1 1 1 2 2 2 2 

平均分 0.63 0.47 0.97 0.69 0.54 0.35 1.6 1.63 1.11 1.17 

得分率 62.8 47.4 96.9 69.1 54.1 35.2 79.9 81.5 55.3 58.4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最高分 2 2 2 2 2 2 2 2 2 2 

平均分 1.61 0.61 1.71 1.34 1.03 1.44 1.85 0.91 1.63 1.15 

得分率 80.7 30.6 85.3 66.8 51.5 71.9 92.7 45.4 81.4 57.6 

 

题号 多选 21 多选 22 多选 23 多选 24 

最高分 3 3 3 3 

平均分 1.95 1.27 0.51 1.63 

得分率 65 42.4 16.9 54.2 

 

题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分值 8 8 7 8 7 8 8 

均分 4.05 3.57 2.28 2.82 2 3.22 3.79 

得分率 50.6 44.7 32.5 35.3 28.6 40.3 47.4 

 

 

 

 

 

 

四、学生答题中的典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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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难度 正确答案 典型错误及原因分析 

25

（8

分） 

0.51 

均分

4.05 

（1）叶绿体基质   

淀粉（蛋白质）     

抑制   

（2）光呼吸可以

消耗（光反应阶段

生成的）多余的

ATP和[H]，并减少

O2—的生成，从而

保护叶绿体 

 （3）＜   减少   

5   右 

（1）典型错误： 

第一空：类囊体薄膜、细胞质基质、线粒体基质 

错因分析：不理解 Rubisco 酶就是暗反应中固定 CO2

的酶，不清楚光反应和暗反应的场所或是将两者记

反。 

第二空：糖类、葡萄糖、（CH2O）、酶 

错因分析：不注意审题，没有厘清糖类除了多糖等大

分子外，还包括单糖、二糖等小分子。（CH2O）表示

糖类，不可单独表示多糖；酶多数是蛋白质但少数是

RNA，在叶绿体中，C3经转化主要用于合成的大分子

就是淀粉和蛋白质。 

第三空：促进、“仰”制、“扌卯”制 

错因分析：Rubisco 酶既能催化 C5和 CO2的结合，也

能催化 C5和 O2的结合，且 CO2和 O2竞争该酶的同

一个活性部位，学生如不能理解酶催化特异性的机

理，很可能会做出错误判断。题目已给出“促进”或

“抑制”的选项，不少同学还写错别字，说明考试时

不够细致，心态较为浮躁。 

（2）典型错误： 

本小题得分很低，不少学生只能答出前半句或是后半

句，不能很好的描述两者的关系；认为“光呼吸会消

耗 O2
—
”、“抑制光反应”等 

错因分析：未能从图中正确获取信息，不理解光呼吸

与光合作用的关系，特别是未抓住题干中的关键信

息：光呼吸能够消耗过剩的同化力（ATP 和[H]），减

少 O2
—
的形成。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表达能力都有

待提高。 

（3）典型错误 

第一空：等于，小于 

错因分析：审题不够仔细，图 2 表示的为“某植株”

CO2释放量的曲线，A 点为光补偿点，该点光强下，

该植株单位时间光合作用所消耗的 CO2 量等于单位

时间呼吸作用所释放的 CO2量。而题目问的却是“一

个进行光合作用的成熟叶肉细胞”，由于植物体中有

大量的细胞只能进行细胞呼吸释放 CO2，而不能进行

光合作用消耗 CO2。所以 A 点时，该细胞中叶绿体固

定的 CO2＞线粒体产生的 CO2。 

第二空：升高、低 

错因分析：光强减弱，短时间内光反应产生的 ATP 和

[H]减少，影响暗反应中 C5的再生，而 C5固定 CO2生

成 C3的反应暂不受影响，故 C5含量会减少。另外，

此处应填写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一个“低”字所能

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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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0，-5， 

错因分析：由图可知光强为 0 时，CO2的释放量即呼

吸速率为 5mmol/(m
2
·h)，A 点为光补偿点，此刻，光

合速率与呼吸速率相等。 

第四空：右下、右上、下 

错因分析：光饱和点为 C 点，在横坐标上，而非 D

点，很多同学对“光饱和点”的理解错误。 

26

（8

分） 

0.45 

均分

3.57 

 

（1）甲、丙、戊       

（2）减数分裂、受

精作用、有丝分裂     

⑤、①     

（3）③、⑥    

（4）①    

（5）②   基因突

变或基因重组（2

分） 

 

（1）典型错误：甲、丙、戊，找不全或多写了乙或

者丁， 

原因分析：同源染色体概念不清，不会识图判断，错

别字“戊”多了一点写成“戍” 

（2）第一空 

典型错误：①受精作用没写出来，②顺序有颠倒，

③审题不清，问图 2 中，有好多同学回答图 1 中的

甲乙丙对应的时期 

原因分析：审题不清，审题关键是“图 2 中”、“依次” 

第二空：各种序号都有，还有序号写反了，说明学生

对细胞图的识别及曲线分析还存在明显的欠缺。 

（3）典型错误：错写②或者答不全 

原因分析：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变

化不熟悉 

（4）典型错误：写④ 

原因分析：基因重组发生在减数第一次分裂，但学生

经常会想当然的认为雌雄配子随机结合时基因重组 

（5）第一空： 

典型错误：写③ 

原因分析：识图困难。 

第二空 

典型错误：错误：染色体变异、交叉互换 

原因分析：审题不清，题干问“变异类型”，所以不能

写交叉互换 

27

（7

分） 

0.33 

均分

2.28 

（1）氨基酸和单

糖（葡萄糖） 

产热量大于

散热量   肠

道细胞膜表

面具有 ACE2   

（2）T   淋巴因

子    浆 细

胞、记忆细胞 

（3）①② 

 

（1）典型错误： 

第一空：错答成“氨基酸”“氨基酸与五碳糖”“氨基

酸与六碳糖”“蛋白质、糖类” 

第二空：错答成“血管舒张/收缩”“肾上腺素和甲状

腺素分泌过多”“产热增多，散热减少”“温觉感受器

失控”“内环境紊乱”等多种答案 

第三空：错答成“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免疫力降低”

“免疫机能下降导致感染”“病毒进入肠道与受体结

合”“被感染细胞落入肠道中”等多种答案 

原因分析：第一空，审题不清，未能看到问的是组成

糖蛋白的基本单位；第二空，不能看出体温升高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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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原因要去比较产热量与散热量；第三空，不能依据

题干给的关键信息去作答。  

（2）典型错误： 

第一空：错答成“淋巴 T”“效应 T”“B”“T 淋巴的

巴字多了三点水” 

第二空：错答成“转化因子”“神经递质”“病毒因子”

等 

第三空：错答成“浆细胞”“效应 T 细胞和记忆细胞”

等 

原因分析：部分同学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具体过

程有所遗忘，对图中具体细胞的判断出现失误，答案

不完整，错别字现象较多。 

（3）典型错误：错答成“AB”“②”“①②③”“②

③”等。 

原因分析：不能根据题目给的情境信息对选项作出准

确判断。 

28

（8

分） 

0.36 

均分

2.82 

（1）酵母菌失水

过多   抑制细菌

生长（防止杂菌污

染）    压力表指

针降到零        

（2）溶解氧多、酵

母菌与培养液接

触充分 

（3）乙  ①②③

④ 

（4）灼烧（引燃）

并 冷 却    

5.5×107  

（1）第一空主要错误写成"酵母菌失活、吸水等"   ，

对细胞置于高浓度溶液中产生的后果不能正确分析，

逻辑不清。     

第二空主要错误写成   "抑制其它微生物生长、促进

酵母菌生长、防止微生物污染等"    第三空主要错误 

写成"气压表指针指向零、气压稳定、气压不变""室温

为零或降低室温等等。学生了解但表述不准确，需要

加强表述能力的训练。 

 

（2）典型错误：溶解氧和培养液只写了一个；接触

写成接解；摇床转速快，使菌落中的酵母菌分散成单

个细胞，数量变多；转速太快将 1 个酵母菌甩成多

个；转速快使酵母菌菌落散开，数量增加；转速快使

酵母菌沉淀，为增加数量腾出了空间。反映学生不能

准确摇床转动的目的。 

（3）第一空错误有约 15%的学生选择甲曲线，有少

数学生写成 n2；第二空主要错误是基本上都是漏选，

主要 30%孩子漏选 1 或 2.其中 70%以上的同学漏选

4，反映分析能力不足。 

（4）第一空主要错误是灼烧用词不准，“过火”，“酒

精旁”；灼烧后，没有冷却；主要原因考虑问题不全

面，表述不准确。第二空主要错误：从数据来看，多

算了 29，稀释倍率弄不清。典型的有：4.8×106、5.5

×106、550、5.5×108、5.5×103。对计数的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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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29

（7

分） 

0.29 

均分 2 

（1）①  防止色

素被破坏 

（2）⑦⑧ 

（3）斐林试剂的

甲液和乙液在滤

液中正常反应生

成 Cu(OH)2，被还

原 性 糖 还 原 成

Cu2O 

（ 4 ）外界溶液   

撕取洋葱表皮时

将⑨处细胞撕破

了 

（5）该幼根的根

尖分生区已被 C

同学剪去，观察的

部位已是高度分

化的细胞，不再分

裂 

第一空易错写②， 

错因分析：分不清楚“观察植物细胞吸水和失水”实

验与“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取材的不同，

以及对实验原理的掌握不清楚。 

     第二空常见错误：“保护色素不被破坏”、“防止

色素被分解（溶解、水解）”，“防止色素氧化”少数

写到了“防止色素带被破坏”。 

错因分析：不能理解碳酸钙为何能防止色素破坏具体

原理不清，所以语言表述不够准确。 

常见错误：写成：“⑤⑥”，漏选写“○8 ”或多选写成

“○6 ○7 ○8 ”。 

错因分析：是学生对色素带种类、位置以及吸收什么

波段光记忆不清，具体分析就无从下手。 

常见错误：“CuSO4 中 Cu2+被还原”或者“只写到了

CU(OH)2 被还原了，没有写到被还原的物质是

CU2O”，或者“少数学生是只写了 CU2O，没写是

CU(OH)2 被还原”，或把“Cu2O”写成“CuO”，还

有写“Cu（OH）2 经高温导致变成 Cu2O，” 没写被

糖还原 

错因分析：学生并不知道还原性糖用斐林试剂检测时

是哪种物质被还原了，对于斐林试剂和双缩脲实际检

测的实验原理并不清楚，实验操作过程出现异常情况

不会分析。 

第一空常见错误：“蔗糖溶液（或蔗字写错别字）”、

“细胞外液”，“外部溶液”， “氯化钠溶液”等错误

表述。 

错因分析：“蔗糖溶液”是学生思维定势，把这个实

验就完全理解成书本中的实验，所以把外界溶解就当

成蔗糖溶液来对待。写“细胞外液”是概念上的混淆，

把“细胞外液”错误理解成“外界溶液”。 

   第二空常见错误：“液泡或液泡膜或细胞膜被弄破

了”，“原生质层被破坏”或者是“细胞失水过多，已

经死亡”，等等错误表述。 

错因分析：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可能对出现的问题分

析的不够，或者实验操作的训练或技能不够。 

常见错误：“该同学取的是成熟区或伸长区的细胞”，

未提到分生区的概念。“根尖分生区”写成“根尖分

裂区”、“根尖分伸区”或者 “分身区”“生长区”，

或者“取的细胞没在有丝分裂”，或者“离分生区太

远”、“取细胞分裂期太短或太长” 等很多错误表述，

还有写“未取到 1-2（mm）cm”等错误长度及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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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 

错因分析：学生对根尖结构不清楚，学生在读题、审

题、具体分析问题能力有待提高。 

 

30

（8

分） 

0.4 

均分

3.22 

（1）cDNA（部

分基因文库） 

（2）可在水稻卵

细胞中启动 X 基

因转录的启动子

（和终止子）  

农杆菌转化法 

（3）不生长、生

长、不生长 

（4）Taq 酶（或

耐高温的 DNA 聚

合酶） 甲、乙    

不是 

（5）X 基因在卵

细胞成功表达能

使卵细胞不经受

精直接发育成胚 

（1）第一空主要错误写成“基因组文库”、“基因文

库”、“mRNA 文库”等； 

（2）第二空主要错误写成 “X 基因启动子和终止

子”、“农杆菌转换法”、“脓杆菌转化法”等 

（3）第三空主要错误写成“生长、生长、生长”、“不

生长、不生长、不生长”、“不生长、生长、生长”等

等。 

（4）第四空典型错误：DNA 聚合酶、DNA 连接酶、

Tac 酶、Tag 酶；甲、丙；丙、乙等。 

（5）主要错误写成“卵细胞不能表达”、“没有基因

表达”等。 

 

本题反映的主要问题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到位，识

图能力差，审题能力差，规范答题能力不够。 

 

31

（8

分） 

0. 47 

均分

3.79 

(1)DdBbXaY     

8   

(2) 显 性 纯 合 子

（DD）致死  ①

DdBB 和 ddbb   

② 6∶2∶3∶1 

（3）40%  

（4）母本  二 

(1)典型错误 

第一空写成 XaYDdBb、DdBbXaXa， 

第二空写 4 或 6， 

错因分析：学生对基因型的书写不规范，还有学生审

题不清，把雄性写成雌性基因型。对三对基因型如何

写配子不清晰，没有掌握基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

律的实质。 

（2）典型错误： 

第一空写成胚胎致死，胚胎死亡，翻翅是显性性状；

第二空写成 DdBb 和 ddbb、DdBB 和 ddBb 等；第三

空写成 6∶3∶2∶1、9:3:3:1、1:1:1:1。也有部分学生

此题空白未写。 

错因分析：第一空“显性纯合致死”不知道如何表述，

用词不当，表述不准确；第二空很多学生没能正确推

断出基因型，一方面未真正理解题意，另一方面可能

与留给本题的思维时间不足有关；第三空由于未理解

题意或未仔细对应题干所给表现型填写，审题不细

致。 

（3）典型错误：写 60%、20%、1/4 等， 

错因分析：不会计算伴性遗传的基因频率 

（4）典型错误：第一空写父本、父母、母，第二空

写一 

错因分析：不能对减数分裂中的异常现象做分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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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第一次分裂的异常与减数第二次分裂的异常区别

搞不清。 

归纳起来，暴露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不牢，部分学生基础知识遗忘多，基本概念、过程、原理模糊不清。 

2．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不够，看图识表、灵活运用的能力较差，不能较

好抓住关键词来引导答题。  

3. 科学思维能力需要加强训练，分析问题能力不足，答题时生搬硬套，欠灵

活。  

4. 面对新材料、新情境、新设问无所适从。  

5.表述欠规范，词不达意。规范作答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6．实验分析能力不足，学生对教材中必考的实验原理、方法、实验操作、结

果分析等多方面的掌握情况不佳。 

五、新高考复习建议 

1．认真学习课程标准，熟悉学业质量层级要求 

本届新高考没有考试说明，课程标准是命题依据，学业质量水平四是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的命题依据。学业质量的每一级水平均包括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四个维度以及不同水平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复杂程度的情境中运用各种重

要概念和方法解决问题的程度，水平从低到高具有递进关系。三、四级水平，解

决问题的情境相对复杂，解决问题的程度要求相对较高，涉及的大概念、方法等

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全部内容，是本学科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命题依据。 

生物学科有四大核心素养，每个素养都分为四个层次，生物教师需要熟悉每

个层级的水平要求，在复习过程中设计不同的问题情境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由一级、二级向三级、四级逐步过渡。 

2．聚焦生物概念构建，发展学生的生命观念 

在一轮复习过程中，应该围绕大概念和重要概念展开，依据重要概念精选恰

当的教学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其教学策略既可以是讲解、演示、讨论，也可以

是基于学生动手活动或对资料的分析及探究，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要有利于促进学

生对生物学概念的建立、理解和应用。本次测试反映了学生对必修内容概念 1 中

的生物大分子概念、概念 2 中从物质与能量的视角分析问题、概念 3 中遗传变异

的分析还存在问题；对选择性必修核心概念 1 中的重要概念 4 激素调节、概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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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调节，核心概念 5 基因工程赋予生物遗传特性等还存在不足，需要教师采取

措施帮助学生构建概念。 

为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物学重要概念进而建立生物学观念，教师一方面

需要向学生提供各种丰富的、有代表性的事实来为学生的概念形成提供支撑；另

一方面，教学活动不应仅仅停留在让学生记住一些零散的生物学事实的层面上，

而是要创设一定情境，给学生提供感性认识的机会，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事实的抽

象和概括，帮助学生建立具体概念，再有具体概念构建重要概念，当掌握重要概

念后再创设问题情境，帮助学进一步提炼内化形成生命观念，解决实际问题。 

3．创设问题情境，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训练 

突出学科素养的高考试题依托真实情境进行考查,文字和图表蕴藏着极大的

信息量，在重视概念复习基础上，教师应多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引导学生适当关

注热点问题，多创设问题情境，设计有思考价值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的设问要有层次性，引导学生有逻辑、科学地分析与

表达。应重视引导学生深度思维，学会对图像、表格、曲线信息进行解读，训练

在复杂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评价的能力。特别是图文信息转换与分析

能力的培养，还应重视对新情境、新材料试题的分析，指导学生如何从题干中获

取信息。根据新课标对素养水平的要求，对学生各项能力方面的表现逐一诊断，

对学生没有达到的素养进行强化训练。 

4. 重视实验复习，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  

实验始终是高考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对实验的考查特别注重学生是否真正

动手做过实验，高考试题命题的素材绝大多数源于对教材原有实验的改编和拓展，

主要考查学生对实验原理和方法的理解，以及实验的设计、操作与结果的预测和

分析等能力。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实验素材，包括科学史素材，让学生掌握

实验的原理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让学生按实验探究的一般流程学会查阅资料、

选择仪器、控制变量、观察分析、得出结论、解释结果等。还要让学生走进实验

室，动手做实验，在重视定性实验的同时，也应重视定量实验，让学生在量的变

化中了解事物的本质。教师应给学生提供机会学习生物学研究中的测量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录、整理和分析实验数据，定量表述实验结果等，在亲身实践和反复

训练中提高实验能力。 

5．注意审题和答题规范，提高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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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答题中出现了不少因审题失误导致的失分现象，教师需要对学生加强审

题指导，如何通过读题、做标记从题中获取关键信息，并理解试题要求，不要因

为无谓失误导致失分。教师在教学中通过自身的示范来培养学生的规范，力求语

言表达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语言规范准确。在平时课堂回答和作业中做到尽可

能使用课本中的生物学术语、结论性语言答题，学会用准确的语言、完整的语句

表述，养成规范答题的习惯。文字表达是生物非选择题呈现的答题结果，也是高

考评分的直接依据。因此文字表达是解答非选择题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环节。

引导学生在对原因做分析时要注意把观点与题目所给的材料有机的结合起来，进

行分析和论证，避免因果脱节；认真审读书写答案，避免出现错别字，表达不清，

不严谨，口语化或与已知原理规律相违背的语句；还要注意字迹工整，卷面清洁。

再好的语言，其模糊的字迹，在扫描后让评卷者看着吃力、费神，必然会影响拿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