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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字当先“适”者生存
——高考生物冲刺阶段复习策略

高中生物以基础概念构建为主，是一门理性的学科，需要运用推理判断、分析归纳、数学
计算等知识。所以说，生物是一门介于文理之间的综合性学科。高考生物试题不仅考查记
忆性知识，还考查考生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首考已过，二考在即。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生物学习效果再上一个台阶？今日，永
康市第一中学高中生物教师胡江晓、永康明珠学校高中生物教师万利琴做客本报“师长说”，
与考生讲一讲高考生物冲刺阶段复习策略。

胡江晓：训练考试技巧，培养良好考试习惯

首先，做诊断性复习。考生们可以

重温一遍首考试题，再次体会下高考试

题的“味道”；找出首考个人成绩诊断报

告单，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在首考中暴露

出的知识和能力缺陷，反思本学期的复

习是否对路，学习效果是否达到高考要

求。

考生有了成绩诊断报告书，开展针

对性复习，需要做好以下两件事。

用好教材
加强主干知识的深度学习

根据浙江高考的特点，可将主干

知识与相关社会热点结合，确定专题

复习的主题。例如，我们以“免疫与新

冠”为主题，按以下三个方向带着问题

去梳理教材内容：（1）病毒的结构和繁

殖如何？新冠病毒是怎么入侵人体肺

部上皮细胞的？（2）人体怎么通过免疫

三道防线来防御病毒？重症患者常因

“炎症风暴”导致死亡，怎么解释？（3）

针对新冠病毒肺炎有哪些常见的预防

和治疗措施？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的

原理是什么？哪种适合家用？全球研

发的疫苗有哪几类？分别是怎么生产

的？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最近奥密

克戎变异株又带来什么挑战？有没有

必要打加强针？你对抗疫还有什么想

法和建议？

这些问题涉及必修一“细胞的结构

和功能”、必修二“遗传的分子基础”、必

修三“免疫”、选修三“基因工程和细胞

工程”、选修一“发酵工程”等主干知

识。考生们可以尝试用课本相关知识

去分析上述问题，加深知识点的理解，

找出各模块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体会

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对解决现实社会

生活生产问题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主

干知识的深度学习。选考五道简答题

都可设计成上述形式的专题复习。

用好复习用书
做好针对性解题训练
例题选择：可将 2020 年学选考分

卷后的五份高考卷打印出来，将本专题

相关的所有考题做一遍，思考：本专题

的选择题和简答题是怎么考的？可以

分几类？相应的解题思路是什么？有

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错误？哪些是高频

考点？最近考的是什么题型？还能以

什么形式考？哪些是轮着考的？如果

在二考中出现，可能会怎么考？高考真

题重做的目的是建立解题模板，对重点

知识的所有高考题型做到心中有数，以

不变应万变。

习题训练：用好学校发的复习资

料，进行专题习题训练。如果没有合

适的，可以到网上买一本最新版浙江

专用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考生通

过习题训练，培养解题意识，提升解题

能力，养成规范答题的习惯。考生在

审题环节，要将问题置于清晰的试题

情境中去思考；分析时尽量回归课本

找原型，想办法将问题目标与题干信

息之间用所学知识搭建起桥梁，如果

遇到障碍，就换个角度再思考；在非选

择题的答案表达环节，要按照题目要

求的形式，或文字或图表，格式规范地

呈现答案。

考生经过针对性复习，进一步积累

相关知识后，需要实战性演习。如在考

前两个月每周练一份模仿高考形式的

综合卷或联考卷，这八份试卷的简答题

尽可能覆盖各主干考点的各种高考题

型，限时 90 分钟内完成，以此训练考试

技巧，培养适合自己的考试习惯。训练

时，坚持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做题原

则，减少低级失误和无谓丢分，提高临

场应变能力，将来才能在紧张的考场上

正常发挥水平。

生物学知识多而杂，既文又理，考

生通过综合卷的训练，可以减少知识的

遗忘，并及时发现问题，调整下一阶段

的复习计划。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市人民小学培养学生
自主能力争当班级主人

市人民小学教师陈伶俐说话语速

很快，恰如她的名字一样，伶牙俐齿。

她在课程教学上思路清晰，在班级管

理中，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宝”，那就是

坚持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让他们认

识到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在班级中，陈伶俐总是尽可能大

地发挥每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

们积极参与班级管理的各项工作。如

卫生监督员每堂课下课后都会观察周

围是否有垃圾，值日班干部每天早上

会准时带读，值日班长每天会总结当

天学生的表现等。她总说：“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做。一群自觉的孩子，成

就一个自律的班级。”

班队课是陈伶俐班级的一大特

色。严肃认真的出旗仪式，令人捧腹

的小品、相声等都让人印象深刻。然

而，精彩背后是陈伶俐从手把手到放

手，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从教学生怎么

做，到让学生自己做，从课件到台词，

从服装到节目，让学生们变得得心应

手。

陈伶俐说她喜欢当老师，喜欢与

学生相处，就连十几年前教过的学生，

都能清楚记得他们的特点。每一届学

生毕业，她会在学生的毕业手册上向

初中老师留言：“我用生命保证，他

（她）是一个好孩子。我现在把他（她）

交给你，拜托了。”

在平时，陈伶俐喜欢写教育随

笔。她对文字的喜爱，也影响了她的

学生们。她的学生爱写作，也会写作，

能够制作关于作文讲评的课件，挑选

出精彩的题目、开头、小节和结尾。每

周，陈伶俐都会让学生们至少写一篇

作文。在点评时，她能在学生写的一

段段文字中，感受到他们的快乐，聆听

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不仅如此，她

还会精心收集学生的文章。到了六年

级的毕业季，她会制作一份特别的班

刊，为学生们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美

好回忆。

通讯员 范璐颖

万利琴：考查知识储备，考验解决问题能力

巧记忆 巧在理解之上
高中生物学中有大量需要考生识

记的知识和内容，理论起点高、难度

大。机械记忆的效果不好，容易遗忘或

混淆，即使暂时记住了，也不会在具体

情境中解决问题。所以，在复习过程

中，考生需要在理解基础上记忆，才能

灵活应用。例如，遗传中的基因自由组

合和雌、雄配子随机结合两个知识点，

前者是发生在减数分裂过程中非同源

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后者

发生在受精过程中雌、雄配子随机结

合，在解释一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中

F2 出现新性状的原因时，如果两个概

念不理解，很容易误以为是基因自由组

合的结果。

重归纳 重在逻辑之中
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可以从教材

出发，归纳总结好解题模型。例如，通

过“探究 2，4-D 对插枝生根的影响实

验”，可以归纳出探究类实验设计要

点：基本步骤分四步走，分别是分组编

号、设置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及观

察/检测因变量、记录、统计分析实验

数据或现象；实验自变量、因变量和无

关变量的分析；对照原则和单一变量

原则应用。此外，很多题目中经常会

设置一些陷阱，考生也可以进行归纳

总结，从而提高做题效率。例如，核孔

是 RNA、蛋 白 质 等 大 分 子 进 出 的 通

道，但并不是所有大分子都可以进出

核孔，如 DNA 不能从核孔出细胞核。

又如，需氧呼吸时，丙酮酸会进入线粒

体参与反应，但葡萄糖不会进入线粒

体 ，不 能 进 入 的 最 可 能 原 因 是 什 么

呢？再如，乙酰胆碱与突触后膜上的

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后，通道开放，改变

突触后膜对离子的通透性，引起突触

后膜去极化，形成一个小电位，而不是

立即产生动作电位。

善挖掘 善在“大隐”之下
在高中生物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隐

性知识，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重视

显性知识的学习，忽视了隐性知识的挖

掘，就难以将生物学知识构建成网络，

那么考生获得的知识就是散乱的、不全

面的。因此，隐性知识的教学非常重

要，可以帮助考生构建完整的生物学知

识体系。一方面，教师要注意挖掘教材

中的一些文字信息。例如，在“生态系

统中的生产量和生物量”一节中，可以

通过教材中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

系统中不同群落的净初级生产量这一

显性知识，发现珊瑚礁和藻床的净初级

生产量与热带雨林一样的隐性知识。

又如，在选修一“植物的组织培养”一节

中，通过发芽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所加

成分量比较，可以挖掘出生根培养基浓

度低于发芽培养基浓度这一信息。另

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图文。教

材中的图文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

直观的理解相关生物知识外，还包含了

一些隐性知识。例如，胰岛素的作用部

位是全部组织，胰岛素促进肾小管对葡

萄糖的吸收（来自必修三图 2-18），在

食物链中代谢排出有毒物质逐级减少

（来自必修三图 6-3）等这些隐性知识

均只来自教材的相关图文。因此，教师

在带领考生复习时需要紧密围绕教材，

关注教材中的隐性知识。

高考考查的不仅是知识储备，更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考生在学习生物

学过程中，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学习方

法，而且需要有针对性的复习策略。

融媒记者 舒姿 整理

永康中学师生
走红军之路
学共青团史

2022 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 100 周年。连日来，永康中学校

团委开展“走红军之路 学共青团史”

系列活动，组织学生前往舟山镇方山

口村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纪

念馆，学习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

在聆听完“红三团”的革命故事

后，永康中学教师陈映妃以“五四运

动”为切入点，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国

共青团的发展历史，传递了当时热血

青年的爱国情怀以及“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精神，号召学生们刻苦学

习、努力奋斗，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

共青团员。该校教师王依梦带领学

生们合唱共青团歌《光荣啊！中国共

青团》。

本次实践活动，让永康中学的学

子们身临其境重温历史，感受老一辈

革命先驱的光荣事迹。学生们表示要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以共产主义精神

为依托，坚定信念，勤于学习，发挥青

少年的活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而奋斗。

通讯员 李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