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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反映的问题及期末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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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掌握不牢，重点难点未破

考生对核心知识和重难点缺乏有效判断，针

对性练习较少导致考场失分。海淀区高三期中测

试第 3 题和第 16 题均涉及遗传规律。第 3 题以

“纯合紫花、长花粉香豌豆与纯合红花、短花粉香

豌豆的杂交实验”考查考生对基因分离定律、自由

组合定律及基因连锁互换的理解和掌握，由于对

两对基因完全连锁或连锁并发生交换后对后代性

状分离比没有掌握导致错误。第16题以“水稻理

想株型的培育”为情境考查考生对遗传规律的掌

握。对遗传规律不熟导致计算错误是该题丢分的

主要原因之一。

2.知识体系单一，缺乏纵向贯通

考生考前没有进行系统复习，对知识停留在

记忆而非理解的层面，缺乏知识串联能力，未构建

纵向知识体系，难以灵活运用跨模块知识。海淀

区期中测试第12题考查内容涉及《稳态与调节》

模块中体液调节和免疫调节，也涉及《分子与细

胞》模块中的元素化合物，考生需要融合不同模块

和章节内容才能准确作答。

3.忽略教材基础，答题失误丢分

考生平时在阅读教材过程中不重视基本概

念，对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仍停留在“似曾相识”的

水平，导致考场作答时用词不当、答题不规范。海

淀区期中选择第12题丢分的主要原因是对产前

诊断不熟悉。人教版教材《遗传与进化》模块（以

下涉及教材均为人教版）第94页有文和图介绍产

前诊断；第19（4）考生漏答或错答，该部分内容在

教材《遗传与进化》第74页。第18（1）第一空，有

考生错答为信号分子、能量信号等。该内容以黑

体字呈现在教材《稳态与调节》第106页。20（1）

第二空，考生错答为“杀死、摄取”等，该内容在教

材《稳态与调节》第73页、74页均有规范表述。

4.逻辑欠缺严谨、科学表述有误

生物简答题多以科研情境为背景，考生对新

情境下的信息提取有误、解读不准、理解偏差以及

缺乏必要的练习是长句子作答过程中逻辑欠佳、

表述不准的重要原因。海淀区期中16（2）、17（3）、

18（2）（4）、21（2）均涉及科学表述问题，表述不清

楚、不严谨、不完整、有歧义均会导致丢分。

5.实验目的模糊，过程设计欠佳

考生审题时不能准确捕捉题干的关键信息，

忽视题目中的隐含信息，没有理解实验目的，导致

对实验要求理解不透彻。也有考生缺乏相应练习

影响了实验设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海淀区期中

第20、21题均涉及实验设计，对考生在考场上的

理解力、判断力和实验设计能力等有较高要求。

1.认真剖析试卷，仔细查找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明确自身问题才能

有针对性地解决，实现高效备考。考试结束后，考生

首先要分析试卷各处失分情况，可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究查原因，如时间管理不当、审题不够准确、核心

知识掌握不牢、遗传重点没有突破、长句子表述有

误、实验设计不准等。其次，根据分析的问题，提出

有效解决对策，列出查漏补缺计划并落实于行动。

2.抓住课堂时间，提高自身效率

课堂是获取知识、发展能力的主阵地，课堂效率

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备考效果。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

课堂，建议如下：首先，课前预习基本知识点，完成相

应前测，以便课堂上更有针对性地听讲；其次，准备

好教材、学案、笔记本、笔等学习工具，避免课堂临时

寻找而分散注意力。课中，时刻保持高度注意力：紧

跟老师思路，避免分心或走神；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高效记笔记，将老师强调

的重点、难点和解题方法等关键信息及时整理，便于

课后复习巩固。同时要将在听课过程中遇到的疑惑

或遗留问题快速记录，课下寻求解决。

3.重视教材阅读，深入理解知识

教材是知识之源、高考命题之本。以2024年北

京生物等级考为例，第4题“果蝇X染色体上一些基

因的示意图”来自教材《遗传与进化》模块第32页图

2-11，第 8 题“在北京马拉松比赛 42.195km 的赛程

中，运动员的血糖浓度维持在正常范围”，在教材《稳

态与调节》第50页问题与探讨栏目。第12题“五彩

缤纷的月季装点着美丽的京城”，在教材《稳态与调

节》第109页“科学·技术·生活”栏目。第14题的4个

选项来自《分子与细胞》和《生物与环境》的教材实

验；第15 题“1961 年到2007 年间全球人类的生态足

迹”与教材《生物与环境》第85页的图非常一致。由

此可见，教材是北京生物等级考选择题的题干背景

或素材的重要来源。

如何阅读教材才能更有效？建议考生课下学习

时，先看课堂笔记，带着本节课的主干知识和问题通

读教材。不仅要读正文，也要阅读各个栏目。课后习

题中隐含了大量的过程与方法等知识，要尝试解答问

题，提高对所学知识的应用。其次勾画重点，如绿体

字、黑体字等，根据阅读获取的重点构建知识框架，也

可参考单元练习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图，对其进行仿

写、扩写、改写，多加练习，形成良好的概念体系，才能

在考场上准确迁移知识。熟练后也可采用K-N-L方

法构建知识框架体系，K代表已经知道，N代表进一步

知道，L代表新学到。

4.加强有效练习，巩固课堂内容

每天做作业之前，考生要先回顾相关知识，通过

作业来检测自身知识掌握的牢固性、准确性、完备

性。有的考生为了提高做题效率，边做题边看答案，

解题不顺利时直接看答案，把答案照搬到作业本上，

这种做题方式作答快，正答率高，但是遇到大型考试

就会暴露出问题。考生边做题边看答案会误以为自

己已掌握知识，但实际只是表面理解，长此以往会削

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式考试时，会因

没有答案参考，感到困惑迷茫，无法深入理解、应用

知识解决问题，导致分数不佳。

建议考生在掌握核心知识的情况下，一鼓作气

完成计划作业，最后再对答案。根据标答进行评判，

把问题用红笔勾画，整理错题，找到错题中隐含的知

识后，进行强化学习，并完善知识框架体系。

5.及时查漏补缺，突破重点难点

生物期末考试各区基本都要考查 5 本教材的

相关内容，考生首先要做到全面复习，其次突破难

点，实现查漏补缺。对很多考生而言，细胞增殖、

遗传规律、育种和基因工程是难点，建议用著名物

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提出的“费曼学习法”，即通

过教会别人，来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理解某个内容，

通过讲授来巩固自己的知识。具体步骤：首先，确

定要突破的难点，自己学到自认为理解和掌握的

内容；其次，模拟教学，把该部分内容讲给别人听，

在讲的过程中会出现有的地方讲得清楚，有的地

方有点模糊，解释不清楚，后者就是需要自己深入

学习之处；再次，重复纠错，把第二步讲得不够清

楚的地方，再次深入学习；最后，简化难点，用通俗

的语言讲授，即对深入学习内容进行检验，如果别

人顺利听懂并且掌握，就表明你的难点突破了，学

习取得了实效。

6.强化能力训练，实现精准作答

考生在知识已经掌握的情况下，简答题还会被

扣分，如何解决？第一，提高审题和解读信息的准确

性。简答题先找到研究目的、育种目标或试题背景

知识；第二，阅读信息，重点勾画，避免读后忘前；第

三，学会结果和结论的表述以及图文转化，实验结果

能用不同方式准确呈现，结论能用简洁的语言解释

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实际影响，能基于结论提出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四，科学设计实验，学会遵循

科学实验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并能给予实验预测

结果；第五，综合题干信息，提出某项研究可能的机

制。这些考查方式在北京等级考及各城区高三测试

题中均有涉及，考生在平时作业中如果注意归纳总

结，考场上就能准确作答。

课余时间积极锻炼，保持健康体魄和乐观心态

对于备考策略的有效实施同样至关重要。考生只要

做好计划，系统复习，提高效率，在未来考试中一定

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来源：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

一般课题“从生物学科视角探索中学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和评价”No：CDDB22357）

期末备考建议

期中测试已经结束，本次测试能评价学生升入高三后学习的有效性，便于及时查漏补缺，调整学习计划和目标；期

中测试也能反映学生应试能力和考试心态，以便日后更好地适应考试节奏。总结问题、调整对策才能实现有效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