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习大纲]生物复习要关注热点问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4/2021_2022__5B_E5_A4_

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470.htm 近年来的高考生物

试题中，有不少是以现实问题作为命题的载体，从生命科学

发展的热点问题来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要考生回答的

问题主要是考查对生物知识的理解、学习方法的应用、对人

类行为和研究成果的鉴别、反思和评价，这样留给考生发挥

创新思维能力的舞台就较大。 因此在第二轮复习中不能再把

生物囿于教材与大纲，要让生物课与社会、与生活、与科技

相联系，要让生物课跟上生命科学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在我

们的复习中做适当的渗透和补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如克

隆、人类基因组计划、生物芯片开发、酶工程、基因工程、

生物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概念、人体营养与保健等；如

污水处理、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酸雨、臭氧层空

洞、温室效应、赤潮、空气质量报告的分析等；如绿色食品

、白色污染、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如艾滋病、烟草与吸

毒等等。 当然当今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作为考试素材的内

容很多，要穷尽高考的一切信息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善于借

助此类以热点问题为素材的信息题，着力培养自学能力和思

维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多年前

编制的教材内容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或本身教材存在一些争

论点，在高考命题中相应出现了一种新的题型反向论证题。 

此类试题以课本知识为载体，以生命科学的新成果新成就为

背景给出材料，求证不符合教材的东西，重在考查学生的逆

向思维能力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反向论证题一般引入生命科



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最新成就展开，通过对某些知识科学局

限性和可能形成的反面影响的探讨，考查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思维方法和对问题本质的认识。这也启示我们不要认为

教材中的一切都是对的，要关注生命科学的发展，学会依据

事实辩证地分析问题。加强能力训练 试题从以知识立意转向

以能力立意，能力训练为主导是综合科目考试的一个原则。

试题将避免单纯记忆内容的考查，强调考查学生收集处理材

料与信息、再现与鉴别、领会诠释、归纳综合、评价辩证、

语言表达、分析解决问题等能力。当然我们讲注重能力培养

，是立足基础的，这里的能力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基础知识上

的，具体是指能使用恰当的专业术语阐述学生的生物学事实

、方法、概念和原理；能理解生物学常用图、表等各种表达

形式的意义，会用多种表达准确地描述一些生物学现象；通

过分析与综合，理解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部分与整体以及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地解释生物个体、环境和社会中的

一些生物学问题；使用恰当的方法验证简单的生物学事实，

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能应用生物学基本知识分析和解

决一些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关现实问题，关注生命科

学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加强对能力的训练是第二轮复习的重

点。复习时，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确定某一专题或核心内

容，参考教材和讲义，对知识进行合理归纳、分类和概括，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每一章节知识点的典型习题，要能举

一反三，做到实际联系理论，因为这些知识的掌握是能力培

养的前提和条件。 要进行多角度立体式的剖析，不但要弄清

“是什么”，更要理解掌握“为什么”(原因与条件)、“还

有什么”(与其他事物、知识的联系)，尽可能地深入理解分



析，形成科学理性的认识；对一些新角度新背景下的新题型

，要学会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般

这类题型的命题意图是：从能力立意(决定考查哪些知识和原

理)→创设情境(提供材料)→确定设问(提出要考生回答的问

题)。其解题思路是：审题→找出问题的实质→联系相关的学

科知识→写出完整答案。 这就要求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牢

牢把握住生物现象的一般规律、原理和特征，这是解决实际

问题的“工具”。对解题思路的剖析不仅有助于同学们能力

的提高，也有助于巩固所学知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