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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8_c65_646256.htm 生物：注重对设计实验能力的

考查 与2006年相比，《考试大纲》生物部分的变化体现在

：2006年细胞质遗传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作要求，2007年范围

缩小，体现在成雄性不育在育种中的应用不作要求，这样学

生在复习中对于“细胞质遗传的两大特点和细胞质遗传的物

质基础”就不能忽视了。 另外，2007年《考试大纲》新增的

考点有非特异性免疫、生物群落的结构、生物圈的稳态和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反映了当前社

会关注的热点，与人类生活实际联系比较紧密，应引起教师

和学生的重视。 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 学科内的主干知识是支

撑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对重点

知识如新陈代谢、遗传和变异、生物与环境、免疫、微生物

工程等在高考试题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章节，学生应多下功夫

，以达到融会贯通。在掌握主干知识的基础上，打破章节之

间的界限，对相关知识点从内涵和外延上、功能上有机地串

联起来，实现学科内的相互综合，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能

提升学生对生物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

综合能力。 培养设计实验能力 近年来，对设计和完成实验能

力的考查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学生失分最多的一项

。由此反映出学生对实验技能的掌握还是个薄弱环节。这就

要求我们在平时的复习中，首先要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

原理，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能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解释

、分析和处理。 在实验设计的过程中，应在准确提取题干信



息的基础上，考虑对照原则、等量原则和单因子变量原则等

，在对实验方法和步骤的叙述中，要用严格规范的专业术语

表达，实验结果预测要科学全面，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

情况和可能得到的结论。学生可以通过例题解析和规范练习

掌握实验设计的思路和方法，达到良好的复习效果。 加强信

息转化能力训练 近年来高考命题以文字、图形、表格等形式

出现的频率增多。此类题不仅直观形象，而且信息量大、覆

盖面广，对学生能力的考查要求高，能较好地体现生物学科

的特点，反映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对于

此类试题，学生首先要正确识别图表的含义，从中准确提取

所需信息，然后进行图文转换，将所学知识与题中的背景材

料相联系。 由于高考开放性试题增多，如何用生物学的专业

术语、简洁的文字、图表进行表达十分重要。因此教师要精

选出针对性、综合性强的试题对学生进行限时训练，让学生

在解题能力、速度和规范性等方面适应高考要求。通过对解

题前的思考、解题时的科学推理、解题后的反思，寻找规律

，这样坚持下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会不断提高。 

回归课本，梳理基础知识 虽然高考题目年年都有变化，但考

查学生运用所学过知识灵活地分析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指导

思想一直都没变。因此尽管后期复习时间紧张，学生仍然要

注重回归课本，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把散落在课本中

的各知识点再逐一梳理清楚，把遗漏的知识补上，把糊涂的

概念澄清，把教材中的可考因素挖掘出来。实际上，无论什

么综合题，都能够在课本中找到出处。因此学生在做题遇到

新情景时，不要紧张，要注意将题目中的相关信息与课本知

识相联系，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解决考题中设置的新情景问



题，培养学生应用课本知识分析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能力，达

到查漏补缺、强化复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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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