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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后，教学的侧重点，一般说来应该以指导学生解决生

物学问题为主。解决生物学问题是中学生物学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对深化学生知识结构，发展学生智力水平，培养

学生能力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近几年高考的方向。 因此，

在第二轮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考复习，取得最佳效果，是所

有师生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有了合理的复习方法是取得高考

成功的关键，在复习中尽量避免错误的复习方法。下面我就

在复习中易出现的误区来谈谈本人的几点看法。 一、重"难"

轻"基"的误区 有人认为提高学生能力取得高考成功必须通过

学习很深的内容，做很难的题才能奏效。于是就大量搜集偏

题、难题给学生做，不重视基础题的训练价值，不重视基本

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基本观点的形成。将过多的难题交给学生

去做，复杂的条件反而容易掩盖对学习方法的掌握和能力的

培养，易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结果会使学生的学习兴

趣下降，甚至厌学。其实，能力是在掌握了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与基本方法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现行高考中对基础知

识的考查占80%，这就要求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抓基础，只

有根基牢固，才可以谈提高能力。 二、重"量"轻"质"的误区 

有人认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所练的习题数是一种线

形关系，所练的题量越大，能力则越强。因而在课内和课外

带领学生做各种类型的习题，不重视对习题典型性、启发性

、针对性的分析。只靠大量的习题机械重复地、目的性不强



地大剂量训练，常常只能在学生的认识结构中增加经验的分

量，而很难使学生认识结构得到发展。所以对提高能力却是

收效甚微的。另外，由于大量做习题而造成学生负担过重，

影响他们对知识理解。如果遇到新的题型，他们又感到手足

无措，常常会使得"本末倒置"。 当然，题要做，但要有针对

性去做题、明确思路、掌握规律、熟悉方法是最重要的。若

做到一题多解，举一反三，学习成绩提高的会更快。由此可

见，想通过多做习题的办法，而忽视学习方法指导来提高能

力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方法。 三、重"结果"而轻"过程"的误区 

认为让学生只要知道题目的正确的结果，就可以避免出现类

似的错误是一条学习上的捷径，因而对学生的作业只是简单

的"钩"和"叉"，评讲是往往只给正确答案，常常忽视了对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只让学生通做习题来"模仿"和"记忆"，

这种只看"结果"而不看"过程"的学习方式，使学生虽然记住了

正确的答案，但错误的根源还在，只要题目的条件稍加改变

，错误又会重新出现。这种使学生被动接授教师的经验，只

会在复杂的题目中按"套套"思维，形成"即使题目再难题目，

只要做过的就能模仿做；即使再简单的题目，只要没做过就

不会做"的怪现象。因此我们在复习过程中只要学生知道习题

的结果远远是不够的，关键是教给学生去如何分析题目的方

法。 四、重"片面"而轻"知识网络"的误区 有人认为让学生能

够知道本单元的知识就够了。因此往往复习时，只重视本章

节的复习。强化学生对本章节知识的记忆、练习等方式，而

忽视了本章节知识与其他章节的联系。在脑中没有构建知识

的网络，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很散乱，遇到一些综合性的题目

又感到无从下手。因此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学科内知



识的内在联系。灵活的掌握知识，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五、重"资料"而轻"教材"的误区 有人认为第一轮复习时，教材

掌握的很熟了。第二轮就不必再看了，从而大量地搜集资料

，印刷大量的习题发给学生去做。结果使学生无暇去看书，

这样就会使学生对书本的知识遗忘的很快。要知道书本是高

考的依据，脱离了课本而去盲目地看资料、做习题，这是一

种不可取的学习方法。 六、重"知识"而轻"学生心理"的误区 

有人认为只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学生就能学习好。

固然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但如果忽视了学生心理教育对学

生学习影响也是很大的。要知道第二轮复习是很紧的，学生

身心始终处于高的高度紧张状态，心理压力太大。如果不及

时进行心理指导，往往会造成学生失眠、上课不集中、反应

迟钝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培养学生良好的"备考心

理"就显得十分必要。老师除了使学生具有对学习的自信心以

外，还要指导学生做到劳逸结合，有张有弛；加强锻炼，适

当活动；注意营养，合理补充；睡眠充足，精力充沛，使自

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运行机制，让大脑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否则，复习花费的时间再多，收获也甚微。 总之，我们在

第二轮复习时，要克服以上几个误区，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

的学习环境，以饱满的精神去备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认为：完整的科学的复习体系应是：考点复习--专题复习--

整合复习--调适复习。通过全面、系统的考点复习，发现学

生的薄弱点与盲点进行专题复习，重点突破。只有重点、难

点、盲点均突破了，也才能为后面的整合复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也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备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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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