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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成 良 好 做 题 习 惯养 成 良 好 做 题 习 惯

首先，在生物复习中，考生要刻意
训练自己的审题能力，认真分析题目中
的条件和要求，明确问题的指向，如学
会找关键词，用笔划出来重要条件，涉
及逻辑信息的在题目旁做对应的阶段
总结等。其次，要着重培养识图和图文
转换能力。无论是教材还是习题，图

像、表格、线条都是生物学科的特色。
看到图像和表格时，考生要试着找到其
中的关键点，还可以和老师、同学交流
心得。在解题时，要按照审题、析图、联
想、作答的步骤进行。这样在复习过程
中培养的良好做题习惯，会对高考做题
的正确率和速度有很大帮助。

避 免 复 习 误 区避 免 复 习 误 区

第一，避免埋头题海战术而忽视
思考总结。考生要在有一定题量的基
础上重点刷错题并对其进行分类整
理，合理安排新旧题比例。以错题为
复习重点，可以帮助考生查漏补缺，避
免在后续考试中犯同样的错误。第
二，避免闭门造车忽视与老师的交流
和与同学的合作，要与外界交流排解
压力。与同学交流时可以分享学习经
验和方法，互相解答疑惑，排解学习压
力。在寒假，可以保持与老师的沟通

交流。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知
识储备，能够为考生提供正确的学习
方向和方法指导，避免复习方向的偏
差，提升复习效率。第三，形成良好的
作息习惯，不要熬夜补时间而忽视零
碎时间。如果把一天中的零碎时间加
在一起，也是一笔很大的时间资源，用
零碎时间可以回顾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或限时训练一道生物大题。这样既能
提高学习效率，又能保证充足的睡眠
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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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学习计划 注重实验探究
北京市第八中学 陈康

寒假对于高三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缓冲期，不仅可以巩固一轮复习的成果，还能为二轮复习和高

考冲刺奠定坚实基础。本文结合多年高三教学实践经验给考生们一些建议，期望帮助考生利用好寒

假，高效复习。

生生物物

寒假复习有助于查漏补缺。经
过一轮复习，考生对生物知识有了较
为全面的了解，但可能存在一些知识
漏洞。考生可利用寒假对这些薄弱
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夯实基
础。寒假复习也可以提升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目前生物学科的北京
高考试题侧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
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
此，在寒假期间，考生可通过对典型
大题的回顾和训练更好地理解知识
之间的联系，提高在复杂情境中运用
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推理和评
价的能力。

建议考生结合现阶段自身生物
学科的学习情况制订科学的学习计
划，列出每天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及期
望达成的目标。基础知识薄弱的考

生，寒假重点应放在薄弱知识的系统
巩固落实上；基础不错、主观题不理
想的考生，要在做好知识温习的基础
上，侧重对薄弱题型的训练和总结
（如遗传的基因定位和育种问题、实
验设计类大题、推测、总结类大题
等）；绩优生要侧重历年试题（近5年）
的训练，摸索命题规律，洞察命题思
路，营造高考的氛围，提高实战经验，
检验一轮复习效果，拓宽知识视野。
科学的学习计划不仅可以帮助考生
充分利用时间，还可以明确复习重
点，有效达成复习目标。在放假前，
考生可以将初拟的寒假学习计划让
生物老师帮忙把关，使其更加合理高
效；在寒假，考生也可以定期向老师
汇报打卡，鞭策自己严格执行学习计
划、检测学习效果。

基础知识掌握的熟练度和准确度
是考试理想的前提，知识如果不及时
复习就会变得模糊。因此，无论目前
生物成绩如何，考生在寒假都一定要
按计划把基础知识系统过一遍。建议
考生从下面三个层次开展。

第一层：关注教材黑体字，黑体字
往往是核心概念，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例如2024年北京高考题20题（1）考查
细胞分化的概念，但这道题得分率很
低，说明一些核心概念，考生掌握得并
不理想。考生可按照教材编排顺序复
习黑体字，确保无缺、无误并认真理解
每个概念的内涵，辨析概念间的联系
和区别。如在学习“细胞的物质基础”
和“细胞的结构基础”这两个概念时，
考生可以对比它们的不同点，明确物
质基础为结构基础提供了物质支撑，
而结构基础又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同
时，考生要能够将有关概念进行分类、
总结，区分相似易混知识点。比如，在
学习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过程中，
对比两者的反应场所、条件、物质变化
和能量变化等方面的差异，加深对这
两个重要生理过程的理解。

第二层：以章为单位，对5本教材
知识进行大梳理、大总结，绘制5 张思
维导图，提高查漏补缺效率。生物知
识点虽多，但很系统。构建思维导图

的目的是让这些知识在考生的脑海中
以一张有逻辑的大网形式存在，而不
是一个个的知识散点。思维导图不需
要制作得多精美，但一定是按照自己
的理解构建出的有逻辑的图。考生可
以把构建出的思维导图给老师讲解，
请他们点评或完善。这样做不仅有利
于记忆知识，还可增强前后知识间的
联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第三层：构建知识体系间的横向
联系，为二轮专题复习奠定基础。一轮
复习通常是按照课本顺序梳理知识，
而二轮复习则更注重知识的内在联
系。通过概念梳理，考生已经掌握了
教材中的各个知识点，接下来将要以
重点、热点知识为中心建立专题，加强
知识间的横向联系。比如，以“培育抗
虫棉”为主线，可以构建中心法则、植
物组培、基因工程操作流程、自然选
择、光合呼吸等知识的网络。再如，在
构建生物与健康大单元时，可以整理
艾滋病、细胞衰老、癌症、糖尿病、21三
体综合征、白化病等疾病的发病机理
及预防措施等；构建生物与科技专题
时，可以整理 5 本教材中关于生物科
技的素材，关注我国生物方面最新科
研成果和最新科技动态等。此外，还
可以构建生物与生态文明、细胞分裂
与染色体变异专题等。

二轮复习一般是新学期开学至
“一模”前的这段时间，大概有5周。此
阶段的核心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以热
点情境为依托构建知识间的横向联系，
提升知识在情境中的准确应用；二是专
题式复习，夯实重点，攻克难点，如细胞
代谢、细胞分裂等历年高考重点题型及
常见遗传类型题的解答策略等难点题

型的训练；三是进行一定量的套卷训
练，训练做题节奏和时间把控能力。二
轮复习整体上时间紧、任务重，其进展
顺利的前提是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及
一定量做题积累下的大题解答策略的
精准运用。

综上，寒假是巩固一轮复习成果，
为二轮复习奠定基础的重要缓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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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型实验探究题是目前北京高
考卷中的常见题型，以实验探究能力
考查为核心，综合考查考生理解能力、
获取信息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归纳
概括总结能力。但实验探究题往往是
考生最怕、最头疼的。在寒假复习中，
一方面，考生要加大实验探究题的练
习力度，通过练习同类型题目，总结规
律和方法，逐步提升能力。如“A-B-
C”上下游关系的论证方法，推测、总
结、理由类题目的解答思路，结果、结
论类设问的回答区别等。另一方面，

考生要认真复习教材中实验的实验目
的、原理、方法和操作步骤及相关的操
作技能。对于经典实验，如酶的发现、
生长素的发现系列实验等，要深入剖
析其材料选取、条件控制、对照设置、
结果分析等方面。同时，要将教材实
验进行适当拓展与延伸，与生活中的
实际经验相结合，如细胞质壁分离与
复原实验的应用可以测定细胞液的浓
度、判断细胞死活和防腐杀菌等。另
外，还可以与近几年的诺贝尔奖或社
会热点相结合，如基因表达调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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