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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666.htm 一.基础与应用的关

系 在高考第一轮复习中抓好“四基”是根本，“四基”是指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维方法和基本理念。其中基

本理念是新课标中对学生的要求，同时要强调能力和素质、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高考复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基础，对

生物学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实验操作的基本过程等基础知

识要逐一弄清，达到融会贯通、熟能生巧的地步。在复习中

，要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将所学知识先串成链，再织成网

。比如将一个单元内的知识通过一条主线联系在一起进行复

习、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进行有机综合，归纳成图解，全面系

统复习和巩固、以一幅图、一个图解、一张图表等材料为题

，围绕该部分内容展开讨论，对该部分知识进行整理，提高

综合能力。 现在的考试越来越倾向于保证基础性、提高探究

性、追求开放性和体现时代性，逐步抛弃了死记硬背，做到

了“遵循大纲而不拘泥于大纲”的理念。因此直接为考查基

础知识而设立的题目明显减少，而应用基础知识解答情景的

问题明显占据了重要位置。04高考理科综合卷（全国卷）生

物试题评价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查了一题微生物培养

的知识:微生物培养需要的五大营养要素是 。象这种试题出现

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它没有区分度，偏重于考查记忆能力。

因此，我们在强调学生掌握基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学生的

应用能力。同时，和新课程标准相接轨，要注重培养学生科

学的生物学观点，这是生物科学素养的一个方面。这样就不



会出现诸如“种子腐烂产生了真菌”（高考学生错误）等。 

二.教材与教辅的关系 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教学辅导资料，

而且都注明是专家、高级教师等编写，鱼目混珠。其实这些

辅导书提供的资料大同小异，错误也是相类似。在第一轮复

习时我们应该立足教材、打好基础、精选复习资料、以一本

参考书为主。 目前高考的题目中有60％－75％的题目是基础

题，如果这些分数能够拿下，高考是可以取得较好的成绩的

。我们在指导学生复习时应要求以课本为依据、认真读书，

切不可以讲题代替读书、搞题海战术。老师要精选复习资料

，再印发给学生，而学生能够认真地完成一本复习资料。老

师给学生的复习资料要少而精，关键在于能让学生在解题过

程中巩固基础知识、提高解题能力和完善解题思维。如果我

们提供给学生的复习资料能够有的放矢，就可以让我们的学

生的高考复习事半功倍。 三.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的关系 目

前学生有必修和选修两套教材，必修教材内容多、知识体系

较全，是高考的核心内容，尤其是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这两

个部分在高考中总是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两个章节对学生的

能力要求较高、和其他章节的联系较密切，是学科内综合最

好的结合点。但在高考中选修教材也属于考查内容，而且占

据了生物高考分数20％左右，这和选修教材的特点是相关的

。新版的选修教材已经不是以前的必修课本的重复和提高，

而是相对独立的教材，它更多地涉及生物科学的进展，更贴

近现实生活，体现了时代性、创新性和实用性，而这点恰好

和即将实施的新课程标准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选修课

本应高度重视。但不能本末倒置，在认真地上好选修教材的

前提下，在生物第一轮复习中可以把相关的内容直接介入到



必修教材的复习中，比如在复习“光合作用”时就可以把选

修教材中的相关内容“C3植物和C4植物”、“生物固氮”等

一起复习。 四.理论和实验的关系 每年的高考中都有相关的

一部分是关于实验的。我们省高考中实验得分情况并不理想

，这在我们学校也是如此。我想这可能和我们实验的复习方

法有关，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有效的复习实验的方法。以往

在复习实验时，我们习惯上是重复一部分实验、讲评部分实

验练习，可效果并不理想，一是学生对简单的重复不感兴趣

、二是简单的重复并没有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还有一点就

是现在高考实验表面上是考查实验能力，实际考的是实验思

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比如03年高考题理综（全国卷）27

题： 这题出来后很多人认为这题目不好，考了生理卫生知识

，可我认为这生物恢复高考以来较好的题目，表面上看是生

理卫生知识，可在实际解题时却根本就不要用初中知识。这

题如果学生能够认真分析试验，答案是很明显的，实际是考

查学生的实验思维能力。 我们在指导学生复习实验时要培养

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实验思维。而不要简单的重复实验、

过分注重实验中关于步骤、试剂等小知识点，应强调培养学

生把握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分析实验结果。在平时复

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逐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综合实验能

力。 五.学科内综合和学科间综合的关系 目前的理科综合考

试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和94年以前的高考有很大的不同。从形

式上看，生物、化学和物理同放在一份试卷中，生物试题减

少了、考查的知识点也少了，这给考试带来了不少的偶然性

，正是由于这一点，考试内容必然要发生变化，已经很少单

纯的考查某个知识点了，有时甚至和其他学科混杂在一起。



因此，我们在复习中一定要把握学科内综合和学科间综合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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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