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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物物

基于一模试卷分析 做好考前复习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张永鑫

各区的一模考试已经结束，总结考试中的得失可以为后面的备考复习指明方向。现结合西城区一模生

物试卷的命题特点及考生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二轮考前复习提出合理的复习策略。

试卷命题特点

统揽整份试卷，具有以下特点：

1.紧密联系教材，在真实问题情境中考查基础知识

北京市的等级考非常重视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能力的

考查。西城区一模生物试卷在真实问题情境中考查考生

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如第16题（1）是在探究大气氮沉降、

植物多样性降低以及放牧等因素对土壤有机碳库影响的

情境下，考查考生对“碳循环”“分解者的作用”等基本概

念的理解和应用；第17题（4）让考生依据高中所学从细胞

和分子水平列举体现“生物界具有统一性”的例子，需要

考生从所学的知识中搜寻能体现生命系统统一性的例

子，这道题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考生对“生命统一性”的

认识；第20题的（1）让考生创造性地分析出“通过监测荧

光强度进行微生物计数”，在考查形式上对“微生物计数

方法”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延伸，引导考生学以致用、学

会举一反三，避免机械刷题得高分。除此之外，选择题的

第1、2、3、4、5、6、7、8、10、11、12、14题均在具体问题情境中

考查生物学核心概念、原理的迁移应用。

2.创设研究情境，突出考查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思维

试卷通过不同题目的设问考查了提出问题、设计实

验、分析数据、寻找证据论证、得出结论等科学探究过程，

同时考查考生归纳概括、演绎推理、辩证思维等科学思维

过程。第16题（2）①要求考生写出探究实验的目的，从提

出问题的角度设问；第18题（4）和第21题（3）让考生补充

完整实验方案，从设计实验角度设问；第16题（2）（3）、第

18题（2）（3）、第19题（3）、第20题（2）（3）（5）均要求通过分

析实验数据或比较新颖的生物实验结果做出判断；第18

题（2）（3）、第20题（2）（5）要求考生基于实验结果，经过分

析得出结论，在分析数据检验假设的过程中，考查考生演

绎推理能力；第17题（3）通过类比植物免疫和人体免疫的

相似之处，第21题（4）通过完善野生型茄子果皮成色的过

程均考查了考生的归纳概括能力；第18题（5）和第19题

（5）分别通过分析评价GC治疗肾癌、ENT1治疗减肥方

案，考查考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3.关注考生科学表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科学表达是考生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将思维过

程用客观、准确、规范的学科语言进行表达的过程。第

18题（5）要求分析GC治疗肾癌的合理性和风险性，考生

既要基于实验结果，准确概括出 GC能够治疗癌症的机

理，又要基于题目信息总结其风险性；第19题（4）要求考

生能从稳态平衡观阐释BAT凋亡时释放肌苷的意义，考

生既要从稳态平衡观的视角分析问题，又要解释清楚肌

苷增强细胞产热能力的机制；第 20题（6）要求考生结合

题目信息及所学知识阐述滥用抗菌药可能带来的风险，

既考查考生运用概念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考查考生科学

表达的能力。

二轮复习策略

基于对西城区一模生物试卷命题特点及考生典型错

误的分析，提出以下考前复习策略建议。

1.重视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表述

一轮复习往往通过专题复习的形式进行，在复习过

程中更加关注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该轮复习通过

专项练习形成一定的方法论，但容易忽视核心概念的落

实。二轮复习要回归到核心概念的复习。二轮复习不是

重新构建核心概念框架，而是要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准

确表达。所以考生可通过“借题发挥”的方式查缺补漏，

在具体情境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同时回归教材，阅读教

材并圈注核心概念，有效提高核心概念表述的准确性。

2.强化典型例题的总结分析

生物学科是没有“套路”的学科，但是它也有命题

的规律和特点。北京市等级考生物试题往往源自真实

科研论文的改编，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研究基

本范式就是它的命题特色和规律。考生可以将近三年

的模拟题，特别是高考题进行分类整理，总结题目的共

性，形成解题的一般方法论，同时比较辨析题目的差

异，提醒自己关注解决问题的条件性。通过这种方式

总结的“套路”实际上是对生物学科核心概念结构认知

和研究思路的总结，强化这种“套路”可以有效提升解

决生物学问题的能力。

3.规范科学表达

生物试题非常重视对考生科学表达的考查，在模

拟题中，几乎每道非选择题都会涉及到，即考生所说的

“框框题”（在答题纸上的大方框内作答）。科学表达反

映的是考生的思维过程，表达即是思维。训练表达其

实就是提升自己思维的逻辑性、严谨性。在二轮复习

中，考生要重视对题目逻辑的整体性梳理总结，建议通

过画流程图等各种图示的形式归纳概括题目逻辑。考

生还要认识到输出表达是检验复习效果的“金标准”，

口述或书写复习内容可以有效检验复习结果，而非只

是用眼睛看（阅读）。

考生典型错误分析

试卷的问题情境多样、信息呈现形式新颖，考查考生

运用生物学概念和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探究能力

和科学表达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试卷反映出考生在

以下几个方面能力不足，需要在二轮复习加以强化。

1.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准确表述

在问题情境中考查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需要

考生能够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且在不同情境中列出概

念的外延，做到举一反三，还要能够通过准确的学科语

言表述清楚概念要素。考生在复习概念时更习惯于机

械记忆，而没有在情境中理解概念。例如第 16 题（1）在

考查碳循环的过程中，考生机械地描述“碳元素不断在

非生命物质和能量与生物群落之间反复循环的过程”。

物质循环强调物质元素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间往复

循环，而“非生命物质和能量”用于表述生态系统组成成

分，但在描述物质循环时，“能量”的表述不够准确。再

例如第 19 题（2）中要求考生根据题目信息，完善 BAT 细

胞在寒冷刺激下增加产热的机制，考生要深刻理解细胞

呼吸过程中有机物氧化分解释放出的能量的去向以及

与 ATP 中的化学能、散失的热能之间的关系，并按照逻

辑关系顺序填写出答案。考生没有深刻理解不同形式

能量间的关系，所以错答。

2.寻找证据检验假设、论证结论的能力

寻找证据检验假设、论证结论是考查考生科学思维

的重点和难点。第 18题（3）让考生辨析数据的相关性与

因果性，第 20题（3）考查考生寻找证据论证结论的能力，

这两道题考生的得分率均较低。第 18题（3）给出的肾癌

细胞中miR-140和K9含量的数据与癌细胞具有相关性，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K9为肾癌的抑癌因子”，若要证明该

结论，需要设计以 K9 为自变量、细胞癌变情况为因变量

的单一变量对照实验进行验证。第 20题（3）让考生描述

怎样的实验结果能够支持结论“微生物多样性导致的定

植抵抗依赖B5”。因没有明确实验的自变量，考生对实验

结果的描述缺乏论证逻辑，仅是“堆砌”实验结果。

3.科学表达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在非选择题中，有很多小题需要考生用科学的语言

完整表述自己的思维过程。设问本身难度不大，但考生

的失分原因往往是思考不全面、表述不完整，使用术语不

规范、不科学。例如第 19 题（4）在阐释 BAT 凋亡时释放

肌苷的意义时，考生只说到促进产热，而没有从稳态的角

度思考产热增加的意义。再例如第 20题（6）阐述滥用抗

菌药带来的风险时，考生遗忘了本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对致病菌在肠道定植的影响，导致作

答不完整。再例如第 21题（4）在完善野生型茄子果皮成

色的过程时，考生需基于信息判断后准确描述出COP1与

M蛋白结合后促进M蛋白降解。很多考生虽然关注到了

COP1与M蛋白含量的负相关，但错误地写成“抑制M蛋

白的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