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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广大考生就生物高考试题与实验题相关部分的复习策

略进行过专门的阐述。今天，随着高考的改革和对能力的要

求的不断提高，高考与实验相关的试题分值比例越来越高，

各种题型及考察形式叠加起来，大概已占到生物试题总分的

三分之一，有些省市甚至还要更多。那么与实验有关的问题

，应如何复习呢？我想应该分作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

紧扣大纲，扎实地完成教学大纲与考试大纲中要求的，书本

中的实验内容。所谓扎实，指的是充分理解课本实验的设计

思路、明确实验原理，掌握方法及材料用具，站在设计实验

的角度上完成再学习的过程，因为这是高考实验题出题教师

的主要来源。 第二阶段：充分研究历年各地高考试题，特别

是潜心钻研与实验相关的所有内容。所谓所有内容，则指的

是包含有选择题、简答题中表面上与实验无关，而实际上隐

含了实验思维、分析等多方面内容的考题，并将其分类，掌

握解题要领，有的放矢。这一阶段也是三个阶段中要倾注最

多经历，艰苦卓绝的阶段。此阶段要完成的任务包括了解、

理解并掌握《控制变量法》的内容和方法，在思考型学习的

过程中寻找解题规律，力争在高考中有备无患。那么，如何

寻找解题规律呢？ 首先审题过程中应明确实验目的，并准确

理解实验原理即实验所依据的科学道理，涉及生物学及相关

学科中的哪些方法和原理。要结合课本所学知识，并充分利

用题中给出的实验条件，来确定实验原理。 其次，要找出自



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全面准确的变量分析，分清试题中施加

干扰因素的实验变量(实验组)，寻找与之形成对照的正常状

态(对照组)；控制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一切无关变量，对其

做到平衡和消除；并找出实验中的反应变量，反寻找具有可

操作性的观察指标(特异颜色变化、沉淀反应；形态结构、生

理特征变化等)，或测定指标(生长发育速度、生化反应速度

等)。 最后完成实验试题落笔过程，试题中最难的要数实验设

计题型，其余类型都属于取其局部，往往设计题包括：明确

实验目的分析实验原理提出实验思路设计实验步骤预期实验

结果。对实验设计程序的解释往往由假设预期现象结论四个

环节组成。在试题中对应结果的分析常常简单的分类为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定性分析结论较为简单，往往非否

定既肯定(与假设对应)，而定量分析结论往往是在肯定的基

础上要叙述出随自变量的变化因变量(结果)变化的相关趋势(

正相关或负相关)。 第三阶段：回归书本，再次夯实基础。近

年来高考试题大多是题在书外，理在书中，以全新的背景载

体考查书本中的重点内容。因此，要进一步将课本中隐含的

实验内容一一寻找出来，查漏补缺。例如必修(上)关于细胞

核重要作用的一组实验、小球藻进行光合作用的实验、无子

果实的培育实验、必修(下)利用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

赛达伯格湖的能量流动情况及定量分析等。上述列举的书本

中隐含实验均属于已被大家忽略的部分，典型且明显的我们

可以自己去寻找。 下面就高考大纲实验能力要求将实验试题

复习分类为以下几种： 1.实验分析常规题 2.书本重点知识变

形题 3.实验方案的纠错或完善题 4.定量结论讨论题 5.实验目

的、原理、思路重点考查题 6.思维拓展训练题 列举出来的目



的，在于提示考生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关注和重视，以便有

意识地进行总结，找到突破考题、力争高分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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