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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528.htm 生物学科是以生物

学的基本事实、概念、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它们是思考、

理解问题的重要工具，也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基础。以知识

为载体，考查考生的能力，是高考的主旋律，因此，在复习

过程中处理好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是复习成败的一个重要标

准。 一、知识的梳理 怎样对知识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将高中

生物学知识分为六个板块来进行： 第一块是生命基础。第二

块就是稳态与调节。要清楚什么叫内环境、内环境的稳定性

包括哪些方面、稳态是怎样通过调节来实现的。这部分内容

要注重对生物学过程的把握，在头脑中要建立起相关的清晰

的生理过程。第三块是遗传与进化。在复习这个部分时除了

要搞清楚遗传的分子基础以外，还要把重点放在两个基本遗

传规律和作物育种的关系上，还要搞清楚染色体的变异与作

物育种的关系以及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第四块是

生物与环境。第五块是生物工程。第六块是生物实验。实验

能力的考查是生物学科的要求也是现代高考的要求。 在梳理

知识时要特别注意记牢课本中的一些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

往往是题目的考点和答题的落脚点。 二、梳理知识提升能力

的方法 1、发散法：以一个知识内容为中心，然后围绕这个

中心知识，进行发散思维，找到知识间的多方位多角度的联

系，使之形成由点到面的知识结构。这个核心的内容可以是

一个概念、一个原理、一个图解、一个实例。如基因、光合

作用等。 2、线索法：有些看上去不同的知识点，实际上从



其内在关系来看是有联系的，在二轮复习里，要善于把知识

间的联系、线索找到，并把相关的知识串起来。例如：N是

生物体中蛋白质的重要成分，以“大气中的氮气→植物体

中N→人体中氮→尿素排出体外”为线条，把生物固氮、植

物体对矿质离子的吸收和运输、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的消

化和吸收、蛋白质代谢、自然界中氮循环等知识都串在了一

起，形成了一个知识链。 3、比较法：将分散的知识进行归

类，将类似的知识进行比较，也是形成知识结构的重要方法

。对相关或相近的知识点，尽可能进行比较学习，如线粒体

和叶绿体、染色体和染色质、病毒生物和细胞生物、原核生

物和真核生物、物质运输的两种方式、分化与分裂、有丝分

裂和减数分裂。 4、整合法：有些知识以小板块的形式分散

在教材的不同章节里，在复习时可将它们整理在一起。如，

课本中多次涉及水的内容，将该内容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

有关水的专题知识：细胞中水的含量及特点；生物体内水分

的来源和散失及水分的平衡与调节；水在生物体内的存在形

式及其作用；水与矿质代谢、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的关系；

生态因素水对生物的影响；水污染及其防治；与水有关的实

验。 5、引经据典法：实验考查是生物学考查的重点，也是

学生的难点。而分析教材中现成的实验是我们提高学生实验

能力的良好素材。教材实验由课文中的经典实验和学生实验

两部分组成。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稍加阐述。 ⑴从教材的

经典实验入手，分析和总结实验设计的好思路好方法，不断

练习，深入理解实验设计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这是解答生物

学高考实验类题型的基础。如光合作用、生长素的发现等一

系列实验的赏析。 ⑵教材中所包含的学生实验的原理、思想



、方法是我们在新情境中分析判断的基础，常规实验所渗透

的实验原理、思路、方法应是我们复习的重点。如“比较过

氧化氢酶和Fe3＋的催化效率”的实验，我们在复习时可着重

掌握分析以下内容：实验目的、实验类型、实验原理、实验

假设、观察指标、预期结果分别是什么？如何设置单一变量

？如何设置实验组？实验结果和结论分别是什么？ 6、精选

习题，注重变式训练，收集分析错题，增强知识内化。 总之

，这些年的高考题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重基础、重课本、重经

典，体现了“以能力测试为主导”的思想，重视实验能力的

考查。因此，注重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是我们的目标。惟有基础和能力同时抓，在高考中

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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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