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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2020、2021年

两次独立命题，延续了“走

大路、求大气”北京特色，命

题风格并没有出现颠覆性

变化，而是平稳过渡，稳中

求变、稳中求新，秉承生物

高考的命题思路和风格。

从往年考试来看，北京等级

考生物试题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考出来；坚持考查

主干知识，回归教材和课堂

教学，立足基础，把考生的

课堂表现考出来；坚持考查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测评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以及通过科

学表述将其思维外显的能

力，把考生的实践能力考出

来；针对北京考生视野开

阔、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

等特点，把创新精神考出

来；试题聚焦学科核心素

养，考查考生在真实情境

下解决实际生物学问题中

的价值取向、关键能力和

必备品格，凸显“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

根本要求。

试题越来越灵活，越来

越综合，在高考前这最后一

个月，考生对生物学科该如

何安排个性化复习呢？

1.“考前要回归教材”，所以
我每天把生物书当小说来看。

回归教材不是浏览和通读教

材。考生可给自己定任务、定主题，

在规定时间内带着目标看教材。

2.学霸在疯狂“刷题”，我不
能落后。

考生切忌在高考前盲目做

大量新题，进行机械训练，而要

注重错题整理，精做试题保持答

题的速度和敏锐度。

3. 生物就是“背多分”，把
书上的黑体字都背下来肯定错
不了。

背书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考

生熟悉识记类知识，但对于现在

具有应用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

生物试题来说，效率不高，意义

不大。在试题给定的新情境中，

结合自己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才是学科素养的体现。

避免三个误区

1.关注生物学科的实验
对教材中的学生实验，考生

不要纠结细枝末节的步骤，要注

重不同实验的横向联系。例如，

实验材料经常用到的酵母菌、洋

葱在实验中的部位和特点；实验

药品常用的酒精（乙醇）的作用、

原理、浓度等。

科学史中的经典实验是培

养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的优质

素材，重温这些实验对考生“像

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提升自

己的实验设计、假设预期、实验

数据解读和得出正确结果、结论

的能力非常有效。

试题中的探究实验一般是

以真实的研究和文献材料为情

境。考生复习时可选择少量的

试题进行重点解析，尤其要花心

思琢磨自己比较薄弱的探究能

力点，对比自己的答案与参考答

案之间的差距，找到实验探究中

生物学科思想方法。

2.关注普遍中的特殊
生物课堂教学主要侧重常

态、生理、普遍性的生物现象和

原理，但考试中往往出现的是变

式、病理、特殊性的问题，或者与

考生现有认知相矛盾、相冲突的

问题。例如，无机盐大多以离子

状态存在于生物体内（少数无机

盐，如碳酸钙则以化合物的形式

沉积在骨骼中）；同源染色体的

大小形态一般都相同（性染色体

也是同源染色体，但 XY型性别

决定生物的 X 与 Y 和 ZW 型性

别决定生物的 Z 与 W 的大小、

形态都不相同）；自由组合定律

的F2代的性状分离比为9∶3∶3∶1，

但由于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题

目中经常出现9∶7、9∶4∶3、9∶6∶1、

15∶1 等特殊的比例关系。所

以，从普遍到特殊，考生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要审辩式思维、

对知识迁移和融会贯通。

3.关注试题设问的变化
近几年北京高考题的设问

形式多样，答案的选择性和开

放性进一步提升。考生可进一

步熟悉往年北京高考题及考查

特点、参考答案表述特点，熟悉

考查方式和问题设置的角度，

熟练掌握审题、解题和语言表

述技巧。

三方面着力

1.明确切实可行的目标
考生可根据自己“一模”和

“二模”的原始成绩、折合的等级

分数来预估自己在本区所有考

生中的大致排位，与高三的期

中、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比对，从

而对自己进行综合评判，明确自

己在生物学科的成绩目标。

2.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
复习时间有限，复习计划不

必追求全面性和系统性，要根据

目标将高考之前的 30天进行以

天为单位的详细规划，包括学校

作业、限时训练、错题分析、专项

训练、回归教材等。

3.进行精准有效的分析
考生大多有错题本或错题

档案，考前这段时间可对高三以

来历次测试中的错题进行分类

整理，分析出错原因后归类，如

审题不清、概念混淆、表述不简

洁、回答不完整等，在整理错题、

寻找错因中精准聚焦自己的定

势思维和惯性丢分点，有意识地

提高对试题中提示性信息、干扰

性信息的判断。

4.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考前这个月，考生要保持充

足的睡眠，养成良好的作息规

律。在复习的间隙听听音乐、看

看新闻或者做一些散步、慢跑、

拉伸等不剧烈的有氧运动，使心

态平衡，头脑清醒，疲劳缓解。

遇到问题要利用自我暗示的强

化作用，给自己补充正能量，保

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关注四事项

生物：

考前复习做好“四三三”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黄 蔚

高考即将

到来，考生的备

考也到了关键

阶段。对历史

学科，如何在考

前这一个月里

扎实稳步推进

复习呢？下面

是五点建议。

历史：

精心“保温” 科学备考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王 玥

回归教材主干

夯实基础知识

考前一个月，复习回归教材

时。历史学科内容庞杂，容量大，知

识点多，考生此时回归教材不能面

面俱到，要关注学科的主干知识、核

心知识、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历史

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事件本

身的相互关联、古今中外贯通等。

在查漏补缺时树立联系观至关重

要，这样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也

提升了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对时政

热点关联的知识点也要给予重视。

历史考题不刻意追踪热点，也不完

全回避热点，但考生不可把重心全

放在时政热点上。

熟悉重点题型

优化答题思路

回看错题积累，进行错题反思

和感悟是复习的关键一环。考生要

寻找易失分的问题，审题失分就重

视审题，知识失分就弥补知识，理解

失分就注重理解，能力失分就提升

能力。找到痛点，有的放矢，才能实

处发力，见到成效。同时梳理总结

作答的技巧性和语言的规范性，对

做过的不同类型的高质量试题多研

究、多思考、多琢磨、多领悟，其中的

答题方法和技巧自然就熟稔于心。

掌握方法和技巧，并不是要背记“模

板”，而是要会随机应变，灵活处理，

融会贯通方能驾轻就熟。

注重限时做题

保持良好题感

高考前这一个月，考生不要大

量做题，因为高考试题永远都刷不

到。但持续不断的“保温”训练必

不可少。如何“保温”呢？考生可

每天限时完成 15 道选择题、1 道非

选择题，坚持会卓有成效。这样的

定量练习既可以保证考生在考前

有良好的题感，又可以稳住答题和

写字速度。对选择题的练习，考生

可做往年高考题和质量较高的模

拟套题，古今中外历史知识均要有

所涵盖。对非选择题的练习，考生

可每天有所侧重，针对自己在练习

中出现的问题，用往年高考题展开

规范练、针对练，以更有实效地弥

补自己的弱点。

保持良好状态

坚持稳中取胜

良好的状态并不是一点都不焦

虑。面对人生关键阶段的一次亮

相，适度焦虑是正常的，这也有助于

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如果这种焦

虑没有影响正常的学习状态，就没

有必要刻意调整，以免影响考前复

习心态，打乱复习节奏。有点紧张

无妨，适度焦虑并快乐着，方为良好

的状态、健康的心理，才能稳中取

胜。但如果考生过于焦虑与紧张，

就要适当解压，可与同学多沟通、多

交流、多倾诉，发现大家都有点小焦

虑，自己也就释然了。通过体育活

动、音乐欣赏等方式转移注意力，也

是不错的解压方法。

调整作息时间

适应高考节奏

这段时间，考生可注意逐步调

整作息时间，不要深度熬夜。尤其

到高考前 2 周时，要把自己的兴奋

点与高考的时间点完美契合，用最

饱满的热情去迎接高考、拥抱高

考。高考只是人生路上无数次考

试中的一次而已，未来像这样的考

试还有很多，只有放松自己，才会

放开能力，才能放飞梦想，成就出

彩人生。

一年一度高考季，一年一度收

获时。祝所有考生都能蟾宫折桂，

金榜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