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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学习，学的是知识，虽然说，考试考的是试题，但每道

试题都不外乎是某一知识点或几个知识点的体现。所以在备

考复习中，首先要引导学生突破知识点。 对于引导学生突破

知识点这一工作，其实我们可以在上新课时就依据《生物教

学大纲》，把各知识点逐个突破。在《教学大纲》中，已经

罗列出各知识点的教学要求，A级为：知道；B级为：识记

；C级为：理解，能够解释和说明所学知识的含义；D级为：

应用，能够分析知识的联系和区别，在新的情境中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与生物学有关的实际问题。在备考复习中，我

们既要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可以说，高考

试题中的每一道题都再现了某一知识点，分析和突破知识点

是解答高考试题的第一步。下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分析试

题中的知识点： 就突破知识点这一要求而言，关键是做到两

点。一点是，如何根据某一知识点，编辑出相关的考题，实

现从知识到考题的跨越；另一点是，如何在一道试题中寻找

出所隐含的知识点，从而能有的放矢地解答，实现试题到知

识点的反馈。 2.第二步“落实考点” 每一年，国家教育部考

试中心都编写《考试大纲》，就各学科的试卷结构、命题内

容、能力要求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说明。所以，解读当年的

《考试大纲》是取得好成绩的一大法宝，特别是了解《考试

大纲》中的考试范围，即落实考点，才会使我们在复习中少

走弯路，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复习巩固相关的重点。在高



考试题中，每一道试题都会是考察某一考点或同时考察某几

个各考点。所以在备考复习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落实考点。

就落实考点这一要求而言，关键是做到两点。一点是，如何

根据某一考点或某几个考点，编辑出相关的考题，实现从考

点到考题的跨越；另一点是，如何在一道试题中寻找出所隐

含的考点，从而能有的放矢地解答，实现试题到考点的再现

。 3.第三步“以试题训练为中心” 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今天

的各种各样的考试，从国内到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找出更

好的形式来进行人才的选拔，而都是通过各种试题进行考试

，进而达到选评定和选拔人才的目的。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

，它是选拔性的考试，从试题上而言，有较高的信度、效度

，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所以，我们在高考生物的备

考历程中，一定要以试题训练为中心，从试题的解答中去突

破知识点和落实考点，进而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可以这么

说，不以试题训练为中心（即不以考试为中心）的复习和学

习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将使学生在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达

不到的教学的目的，违背了教育精神和教育理念。有些人可

能会借口于“素质教育”，而整天进行枯燥乏味的知识灌输

，这是不可取的。 不管是单科的生物高考还是理科综合下生

物考题，都不外乎是选择题或非选择题（主要是解答题）。

在备考历程中，要通过试题训练提高其解题技能和解题效率

。 3.1选择题 对选择题而言，它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就理科综

合考试下的生物选择题，根据题干可分为概念型选择题、判

断型选择题、组合型选择题和图表型选择题。只要我们引导

学生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总结归纳，其实每一类选择题还是有

规律可循的。 3.1.1概念型选择题 “理解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



、原理和规律”是高考考试说明中对学生能力要求之一。从

历年的考题可知，正确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

事物的本质特征，是正确理解各种生命现象的前提和根本，

也是解答概念型选择题的关键所在。从近年高考试题看，此

类试题出现的几率较小。 例3.（1996上海高考）避役随环境

改变体色，瓢虫鞘翅的鲜艳色斑，蜂兰的唇形花瓣似雌黄蜂

的形态。这三种生物现象依次属于（ ） A.保护色、保护色、

警戒色 B.保护色、警戒色、拟态 C.警戒色、拟态、保护色 D.

警戒色、保护色、拟态 此题是针对适应性特征的特例进行命

题，重在考查学生对保护色、警戒色、拟态概念的理解。易

知答案为：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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