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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之前，考生要通过高考题或

模拟题的限时训练，提前找好做题节

奏，分配好每部分答题时间。同时训练

规范作答的能力，审题环节是前提，要

做到审题清晰、全面，避免答非所问、丢

点漏项；思考环节是核心，找到答题方

向，厘清逻辑层次；作答环节是关键，需

科学表述，严谨全面，条理清晰。对于

长句表述，可根据具体设问采取分条陈

述或是流程图主线陈述。

一、回归教材内容，构建完整
的概念体系

“一模”考试全面模仿高考，而高考

生物试题采用多种形式将教材内容作

为情境有机融入，侧重考查教材中主干

知识、常规实验操作、原理、现代生物技

术及其迁移应用等，因此在备考阶段，

考生要对上述内容做充分梳理，并检查

自身掌握情况。

梳 理 核 心 主 干 知 识 时 需 仔 细 阅

读教材中的相关描述，并对内容做出

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而非简单地机械

记忆。例如关于生长素作用特点的

描述为“生长素在浓度较低时促进生

长 ，在 浓 度 过 高 时 抑 制 生 长 ”，如 果

复 习 时 仅 简 单 记 忆 为“ 低 促 高 抑 ”，

则在具体情境考查时就会出现理解

偏颇。

考生需要做的是，结合生长素作用

两重性的曲线图，通过与对照组比较，

确定“促进”“抑制”的真正内涵，同时借

助“生长素作用特点”对生产生活中的

现象及应用做出解释，也可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生长素作用会呈现两重性的特

点”？从而明确不同激素在代谢上还存

在相互关系。

考生要以核心主干知识为载体，通

过知识间横纵向联系、概念的内涵及外

延，构建完整的概念体系，便于考试中

准确调度和灵活应用。

二、基于真实情境，提升科学
探究能力

实 验 情 境 可 以 是 教 材 中 常 规 实

验、科学史中经典实验或是真实的科

研素材。对于常规实验复习，考生可结

合实践经历从实验材料、实验原理、实

验操作、实验结果及现象分析等方面

做横向总结和纵向比较。考生要关注

科学史或现代生物技术中出现的操作，

如同位素示踪、荧光标记、离心、电泳、

杂交、模型动物构建、细胞培养等，全面

了解技术原理，有助于解读实验结果，

降低因技术盲区带来的科学探究的陌

生感。而基于真实科研素材的实验探

究，则是在不同题目中渗透考查探究

的不同环节，这就要求考生置身于真

实问题情境中，借助试题设问引导，逐

步梳理出完整的探究路径。在问题作

答时切勿急躁，耐心把题读完，很多时

候上一问的答案往往在后续信息中有

所提示。另外，建议考生结合合适的

科研素材类实验题目，尝试从以下几

方面做出专项训练：提出创新性研究

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创新性实验方

案、实施设计方案的关键操作、结果与

结论的分析、检验和校正实验假设、对

不同方案进行评价反思。

三、解构不良结构信息，解决
真实问题

高考题或模拟题考查均呈现信息

量大、内容新颖、形式多样、逻辑链条错

综复杂等特点，考生需要在复杂的不良

结构信息中寻求问题本质。

对于柱状图、曲线图、表格等数据

信息，需结合实验背景，解读横纵坐标

含义，关注图标信息。例如“在两种光

照强度下，不同温度对某植物 CO2 吸收

速率的影响”曲线图中，由横坐标及图

标信息确定实验的自变量为“不同温

度、不同光照强度”，纵坐标为“ CO2 吸

收速率”，其含义为植物净光合作用，隐

含了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之间的关系，

而纵坐标数值的正负实则反映二者强

度的比较。之后厘清实验分组（对照

组、实验组），按照单一变量原则，选择

好组进行比较，以数据为证，推理内在

机制，得出结论。对于全新陌生的文本

信息，在阅读时需要勾画关键词，也可

尝试进行文图信息转化、符号替代阅读

等。获取到新信息后要快速完成“学

习”过程，并在后续阅读和问题解决中

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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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一轮复习后，高三的同学们

已经可以应用地理学科工具调动相关

知识，使用学科语言分析和解决真实情

境中的地理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一

模”考试，同学们如何做到更有实效地

复习，真正领会地理学科特点，提升学

科素养？本文提出以下复习建议。

一、使用教材文本，系统梳理
知识

地理学科教材作为等级考的重要

复习资料，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复习过程

中将学科知识进行横纵串联，掌握地理

问题的相关性和整体性，并能系统性思

考地理问题，即在关注问题本身的同

时，思考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和整体性，

从而加深对问题本质的真正理解。

如：（2022年海淀期末）从区域空间

组织的视角说明马尼拉的城市辐射功

能。对于本题，很多同学感觉无从下

手，不明确应该从哪些角度回答问题。

但如果认真阅读并思考过教材就不难

发现，在“选择性必修三”城市的辐射

功能中，教材以“纽约的发展”为案例，

从其发展历程介绍了其不同时期的纽

约主要城市功能及其变化，在纽约对

其周边地区、“波士顿城市带”、美国及

至世界具有的辐射带动作用中，讲解

了影响城市辐射的主要因素、实现城

市辐射的必要条件、大城市对不同空

间尺度地区辐射作用所采用的主要方

式等相关问题。

由此可见，同学们的复习应以教材

为本，回归和梳理地理知识，厘清相关

内容的脉络，寻找解决问题的规律，系

统性思考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

二、利用时空视角，构建思维结构

地理学科所涉及的事物、现象繁

多，学科的原理、规律在不同情境下的

应用多变，如果不能把握认知结构，那

么众多的知识、原理将是零散的。将思

维结构化可以对知识的整体结构进行

构建，明确横向分类，分明纵向层次，使

整体知识结构严谨。

如：（2019 年北京等级考试选择题

第3题）“导致该市年平均降水量空间差

异的主要因素”以及（2020 年北京等级

考试选择题第7题）“影响本时段降水量

分布的主要因素”。 两道题均聚焦某一

地区的降水量影响因素，但其考查的实

质是同学们对天气和气候这两个地理

概念的理解。天气与气候从空间尺度

上有全球尺度的地带性分布规律与局

部地区的非地带性分布特点，从时间尺

度又分为不同地质时期的全球气候变

化、随季节和年际的气候差异和短时间

的天气现象及其变化。因天气和气候

具有时空尺度差异，因此在分析其主要

组成要素气温与降水的影响因素时，应

在思维结构调取正确的角度进行思考

与分析。

由此可见，同学们在复习中要关注

地理学科的典型特征，如时空性、整体

性、综合性等，利用主干知识结构梳理，

明确基本概念，培养结构化的思维。这

有利于对知识、原理的理解与记忆，同时

可以提高学科思维能力，增强学科素养。

三、选用典型区域，提升学科素养

地理试题的情境案例往往设定在

某一个区域内。区域中的地理事物和

地理现象的分布、特征、成因、变化等，

是对地理环境的最好“注解”或“说明”；

而地理学科中的相关概念、原理、规律、

联系等，又需要在区域中去“落实”和

“验证”。但是面对试题中呈现的众多

不同尺度的区域，同学们往往应对困

难。

如：（2023年北京等级考试第17题）

说明巴哈马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主要

途径。很多同学在作答时没有考虑巴

哈马所在的海域位置，只想到了防范这

个海域根本不会出现的“台风”问题。

又如：（2022年海淀期末卷）列举保障西

藏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同学们又迅

速将“扩大耕地面积”写在了答案中，没

有考虑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

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均来源于学生区

域认知水平的不足。

因此，在复习和应试中，同学们应

先确认区域所在地理位置与范围，明确

该区域内的主要地理特征以及各地理

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系统梳理该区

域地理环境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解释

各种地理现象的成因。同学们复习时

可以选取一个区域，结合所学用一个词

提炼出该地区最突出的区域特征；查找

相关图像资料，描述出该地区各地理要

素的典型特点，且可以用结构图绘制其

相互关联；还可以借助相关图册，结合

已学的生态退化的概念及影响因素，分

析出该地区内可能会出现的生态退化

问题及解决途径。这个分析过程可以

提升同学们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等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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