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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个主题的第一轮基础知识复习结束，考生逐渐

进入到情境下多主题的综合性复习阶段。这段时间，考生

可能会出现专业术语书写不准确，应用情境不匹配等情况，

这与第一轮基础知识复习效果与保温有直接关系。鉴于复

习时间有限，建议考生不要通过盲目刷题来“充实”自己，应

尝试培养习惯，利用方法，把握现阶段复习题目，做好综合

性复习的同时，对基础知识进行查漏补缺。

考生往往更加关注非选择题，综合性强，一道题可以巩

固多个知识点。但非选择题往往阅读量大，情境复杂，作为

基础知识查漏补缺的效率并不高。如若基础较弱，还执着

于非选择题，那更是事倍功半。在基础复习方面，选择题的

优势在于情境相对简单，偏重考查基础，如果利用得当，复

习效果会更加理想。

下面结合例题分析，说明复习建议。

一、将错误选项当作辨析题来做

【例】小明用显微镜观察蒲公英的花粉颗粒，观察到下

图中甲、乙两个视野，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粗准焦螺旋
细准焦螺旋

10×

甲 乙

40×
10×

A.此显微镜的最大放大倍数为50倍

B.向右移动装片可将甲视野调换成乙视野

C.调节细准焦螺旋可使物像变得更加清晰

D.若使用相同的光圈和反光镜，乙视野比甲视野亮

分析：此类要求选择“正确一项”或“错误一项”的题目

很常见，含有错误的选项往往是重要知识点、易错点，非常

有练习价值，建议考生当作辨析题浅挖。

本题考查显微镜规范使用及显微镜成像特点的相关知

识，C为正确选项。

A：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目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

看图得知，目镜 10×，物镜有两个选择，如果是最大放大倍

数，应为10×40=400。还可以拓展：如果10倍物镜对准通光

孔，那么此时这台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10×10=100。要注意

设问的具体情境。

B：甲视野变到乙视野，可以看到花粉颗粒的位置及大

小均发生了变化，所以不是仅移动装片就能变换到乙视

野。由于显微镜下成倒立的像，物像与装片移动方向相反，

花粉物像向右上移动到达视野中央，装片应向左下移动；之

后转动转换器，变为高倍物镜，再调节细准焦螺旋，最终变

到乙视野。这个过程中，能否先换高倍镜再移动装片呢？

那又要考虑到高倍镜下视野暗、视野范围小的特点，在高倍

镜下寻找目标物像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应先移动装片，再换

高倍镜。

D：上述分析中提到，高倍镜下视野暗，故乙视野比甲视

野暗。

上述辨析过程不仅扩大了相关知识的复习面，还通过

精确找错进行了排除，提高了答题正确率。

（未完待续）

习惯和方法助力

生物学考复习
——一题多用，高效复习

北京市第五中学朝阳双合分校教师 李彦彬

“一模”是学业水平考试前的第一次模拟检测，是一次对学科知识、能力、素养及

心理状态的全方位考核。那么“一模”后的复习备考可以怎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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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试题分数说话，找到备考中的不足

“一模”考试后，考生不能只从试卷中得到分

数，还要让试题和自己的分数说话，通过向自己

提问告诉自己在学科知识、学科能力及素养上存

在的问题。

例 如 ，在 分 析 选 择 题 时 ，可 以 向 自 己 提

问：这道题我做对的原因是什么？四个选项

我是否都会？为什么我选择错误？选择错

误的原因是知识不会，还是读题时审题不仔

细？从而帮助自己厘清在学科知识上掌握

了什么，需要记牢什么，审题时还要注意什

么。下面以 2021 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历史选择题第 2 题为例，看看能分析出什

么。这道题以汉武帝的人物年谱为试题情

境，选项 A 考查了历史学习中的纪年方法，

选项 C 考查时间的计算方法，选项 B 和 D 考

查 学 科 主 干 知 识—— 秦 汉 时 巩 固 大 一 统 措

施。如果作答正确，可以从这几个考查角度

延 续 思 考 和 练 习 相 应 的 知 识 ；如 果 作 答 失

误，就可以针对对应的考查学科方法和主干

知识回归课本、重温知识并进行相应练习的

再复习。

【例】以下是中国古代一位历史人物年谱（部

分）。对此解读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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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年谱用年号纪年

B.秦始皇开创了皇帝制度

C.该帝王在位35年

D.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答案】D

同样，对于试卷中的主观题，考生也可以对

其扣分点进行整理，从学科知识、做题方法两个

角度进行反思。此外，还要反思在整体作答过程

中暴露出的问题，如自己的答题时间是否充足，

审题时是否理解试题设问，思考作答时自己的思

考思路是否正确，书写的答案是否用简洁语言进

行了正确表述……这样系列追问后整理出的问

题清单（知识遗漏点+学科方法+学科能力），就

是自己下一阶段整装出发的着力点。

制定自主复习任务，逐一解决备考问题

整理试卷中出现的问题，目的在于在有限的

复习时间里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问题，助力备

考。在紧跟老师复习安排的基础上，要结合自身

复习时间和安排，自主制定复习任务，补足备考

漏洞。

第一，从专题复习到系统重温教材知识，夯

实学科知识结构。

“一模”之后，复习安排将从一轮的通史复习

进入到专题复习，在通史知识巩固的基础上灵活

建构新的知识结构。在这样的复习安排下，考生

一方面要紧跟老师的复习安排，另一方面要针对

“一模”中发现的问题自主安排复习任务，在老师

带着做专题复习的基础上着重解决自己的知识

漏洞。

例如，对中国古代史对外交往的相关知识掌

握不扎实，或与民族交融的历史经常记混，就可

以借助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和民族交融两个专题

进行复习。还可以在两个专题内容的基础上自

主比较不同，从而认识到民族交融是在今天疆域

基础上对生活在这片疆域内的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交流、交融，而对外交往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交往活动。

在专题复习阶段，还可以利用教材和老师下

发的学习资源，进行相关通史知识的重温，也可

以将其他学科涉及的热点时事与历史知识相结

合，自主建构一些感兴趣的主题内容，提升学科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诵读等

方式有计划地重温教材中的知识内容，如第一周

完成中国古代史主干知识统揽，第二、三周进行

中国近现代史复习，第四、五周完成世界近现代

史复习，再次巩固通史中的主干内容。也可以将

自己以往做过的试题进行错题整理，归纳自己的

易错点内容，从而对学科主干知识及知识结构查

缺补漏。

第二，从模拟练习到典型试题训练，提升思

维作答能力。

试题的作答能力也是需要重点训练提升

的板块。选择题会在短时间里检测学科知识

的掌握情况，主观知识可以凸显学科思维能

力、书面表达能力及做题能力的提升情况。因

此，“一模”后，做题练习会成为复习备考的重

要内容。考生要在完成课上练习任务和课后

作业的基础上，针对自身存在的作答问题进行

专项练习。

例如，对于选择题，考生可以对自己薄弱的

中国古代史主干知识自主安排对应的选择题来

练习。给自己设定一个固定时间，如5分钟、8分

钟，以固定的题量来进行专项练习。在巩固学科

知识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读题、审题能力及做

题速度。对于主观试题，可以借助在“一模”中发

现的问题，通过典型试题专项练习来进行针对性

练习。比如，作答特点类试题比较困难，就可以

结合近几年试题中的概括类试题来专项练习。

运用老师指导的做题方法、自己掌握的学科知识

进行作答，再比较自己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的差

距，总结出在学科知识、审题、答案中逻辑表述等

方面的改进点，逐步提升自己的学科思维和作答

能力。

“一模”考试后，备考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

阶段，时间紧、任务重，考生更容易失去自信。在

这样的压力下，要充分借助“一模”考试的能量，

找准自身问题，跟进老师的复习节奏，自主制定

并完成适时适量的学习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向

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