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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文字的阅读与输出，提高表达的精准性

因为要考查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所以各区一模试题都在新

情境上下功夫，试题的文字阅读量和文字表述量都很大。新情境类问

题要展示学生的思维过程，经常采用大量填空的形式，这对学生文字表

达的精准性提出要求。很多学生在一模考试中吃了文字表达的亏，关

键要点没有说清楚。表达模糊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思维的不严谨，要

及时纠正。

比如东城一模第18题：电解锰渣的主要成分是MnS。一种由电解

锰渣制取高纯MnSO4的流程如下。

涉及到文字表达的有如下两个问题。

（3）结合离子方程式解释从浸出液中除去Fe3+的操作的原理________。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难，但是学生大多表述不全面，还是由于对除去

Fe3+的原理理解不到位。从生产流程图上对比分析可知，从浸出液中是

把Fe3+形成Fe(OH)3而将其除去的，本质上就是促进Fe3+水解。原浸出液

中有前面溶浸工序剩余的H2SO4，所以生产中采取了提高pH和加热两项

措施，而很多同学回答问题时只注意到其中一个方面。

（4）过程Ⅰ除去Ca2+并富集Mn2+的流程如下。

①从结构角度分析MA2可溶于磺化煤油的原因__________。

② 反 应M2+ + 2A- ⇌MA2 的 平 衡 常 数 用 β 表 示 。 已 知 β (CaA2)>
β (MnA2)。 判 断 调 pH时 a______b（填“ < ”或“ > ”），结 合 平 衡 常 数

解 释 原 因 __________ 。

③试剂Y是__________。

（4）后面这几个问题非常有新意。从废锰渣制取高纯MnSO4的主流

程并不复杂，但是过程 I 的两次萃取要有整体设计，充分考虑 CaA2和

MnA2的结构特点，与溶剂（水或油）的相溶性。比如第一次萃取，通过调

节溶液的pH，由HA的电离平衡可知，增大c(H+)能减小c(A-)，pH越小，c(H+)
越大，而c(A-)越小，由于平衡常数β(CaA2)>β(MnA2)，此时Ca2+容易与A-络

合形成CaA2而进入油层，而Mn2+不易与A-络合，Mn2+进入水层，实现了

Ca2+和Mn2+的分离。这个问题的逻辑链有点长，学生经常因表达思路不

够清晰而丢分。

再比如海淀一模的第18题：工业上利用锌焙砂（主要成分为ZnO，

含有少量CuO、As2O3、NiO等）生产高纯ZnO的流程示意图如下。

考查文字表述能力最典型的是第（4）问：

（4）“蒸氨”时会出现白色固体ZnSO4·Zn(OH)2，运用平衡移动原理解

释原因__________。

要表达清楚这个问题，要从生产流程整体分析，Zn元素要从生产的

起点传递到终点，中途依次把As、Cu和Ni元素分离除去，且均以沉淀（滤

渣）形式除去。而在前四个工序中Zn元素均以[Zn(NH3)4]2 +形式在滤液中

往下传递，到“蒸氨”操作出现ZnSO4·Zn(OH)2，固体（沉淀），题目要求用

“平衡移动原理解释原因”，而仔细考察此时溶液中的微粒，不难发现只

有[Zn(NH3)4]2 +的解离平衡，所以找到思路：[Zn(NH3)4]2 + ⇌ Zn2+ + 4NH3，加

热 将 NH3 蒸 出 后 ，c(NH3) 降 低 ，平 衡 正 向 移 动 ，c(Zn2+) 增 大 ，使

2Zn2+ + 2OH- + SO2-
4 ==ZnSO4·Zn(OH)2，生成白色固体。

总之，一模过后，同学们要全面检视自己的备考工作，科学、理性地

看待个人的知识、能力与心理上的状态，既要肯定个人的进步，也要看

到目前的不足；及时调整，争取在接下来的二模和高考中，发挥所长，补

齐短板，积极调适，创造佳绩。

（续 完）

一模试题分析

研究备考进展 积极调整状态
北京汇文中学特级教师 岳 波

【情境创设】

本题以干旱促进 ABA 合成的机制为情境，引

出研究者发现的一种分泌型短肽 C，并探究该物

质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概念聚焦】

考查选择性必修模块 1《稳态与调节》概念

1.6 植物生命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其中最重

要的是植物激素的调节。

【素养考查】

本题（4）考查结构与功能观，考生需由砧木的

种类分析叶片中 C 含量及 N 基因表达量；（2）（3）

考查依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4）考查基于假设和

实验设计预期实验结果，这三问同时考查推理和

论证，模型和建模的科学思维；（5）考查归纳与概

括思维。

【问题设置】

题目设问逻辑为：（1）分析短肽C在细胞中的

合成部位→（2）研究短肽C和ABA对气孔开度的作

用→（3）探究短肽C是否通过促进N基因的表达进

而促进ABA的合成→（4）证明根部细胞合成的短肽

C需运输至叶片促进N基因的表达→（5）分析短肽

C是否属于植物激素范畴。

【学法指导】

1.明晰概念的内涵，学会从情境中辨认出考
查目标

生物高考题通过创设新的问题情境，考查考

生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考生不仅要理解概念，

还要从设问中辨认出相关概念。如本题重点考查

的植物激素，教材上的定义为：由植物体内产生，

能从产生部位运送到作用部

位，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显

著影响的微量有机物。其中

包含四个关键特征：植物体

产生；需运输；发挥调节作

用；微量。判断 C 是否属于

植物激素，考生需先辨认本

题考查植物激素的定义，然

后结合题干信息归纳出C与

植物激素相同的特征。

因此，考生对于概念不

能死记硬背，要结合生物学

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归纳和概

括，例如结合生长素的发现

过程以及生理作用，归纳概

括出植物激素的特征；再结

合其他植物激素，深化对特

征的理解。此外在日常做题

时，也要有意识地从情境中

寻找相关概念，进一步提高

对概念的敏感度。

2.落实科学探究的方法
科学探究的一般流程

为：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设

计实验→预期结果→分析结

果→得出结论，每一个环节

都可作为题目设问的目标。

考生需要掌握以上各个环节

的具体分析方法。

考生可结合具体的题

目，以研究人员的视角，写出

该题涉及的科学探究过程，要具体到每一个环

节。例如，思考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假设，实验设计

的具体方法，如何充分解读数据，由结果如何推理

出结论等。通过长期的训练，考生将科学探究的

方法实现内化，对于该类型的题目便能更快解读。

3.落实科学思维的方法
生物学概念的得出、应用以及科学问题的分

析过程都涉及到科学思维的运用，这也是生物考

题对能力考查的重点。只有掌握了归纳与概括、

推理与论证、模型与建模、质疑与创新等思维方

法，才能更快、更准地结合题干信息和已学知识进

行分析。

科学思维的培养，要落实在日常学习中。考

生应关注概念得出的过程，主动地提炼、总结生命

活动的规律以训练归纳、概括思维；关注结论的推

导过程，可写出事实/证据与结论间的逻辑关系以

训练推理、论证思维；利用概念图、机制图等方式

来提炼信息和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以训练模型

与建模思维。最后，考生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审

视自己的思维过程，以及评价一些方案和观点，同

时勇于提出新的假设和设计思路，以训练质疑和

创新思维。

就本题而言，考生在读题过程中构建如下图

所示的调控机制图，利用这种方式实现题干信息

的内化，有助于进一步的分析。

4.语言清晰、规范表达
只有语言清晰才能准确表达观点和思维。考

生平时通过模仿和练习，积累规范的科学表达方

式，特别是准确运用学科术语和概念，以保障呈现

出逻辑严谨、思维缜密的答案。

方法和思维的培养非一日之功，望各位考生

明确目标，有针对性地逐个击破，功到自然成。

生物

明晰概念 落实方法
——2022北京高考生物17题解读

北京市第八中学教师 孔 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