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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年 广东省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试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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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试一直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从古至今，

由最初的测验一直演变成今天的高考。2021 年广东省首次采用

“3+1+2”的高考模式，本文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生

物学科试题入手，围绕新高考的改革，从试卷各版块占比、考点

统计、试题特色以及命题方向等多个角度，对试题展开分析，并

提出备考策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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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各版块占比和考点统计

本次考试考点分布比较均匀，整体上试题在必修一、必修二、

必修三 3 个模块所占比例较平均（如图 1），同时不同的版块之

间有相互联系综合考查。本试题的考点分布也相对而言，比较均

匀（如表 1）。

图 1　2021 年广东省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版块占比

表 1　2021 年广东省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考点统计

考点 占比（%） 考点 占比（%）

细胞的结构 16% 生物的变异 12%

细胞的物质运输 4% 生物的进化 4%

细胞的代谢 8% 植物的激素调节 4%

细胞的生命历程 2% 动物生命活动调节 12%

遗传的细胞基础 4% 种群和群落 4%

遗传的分子基础 4% 生态系统 12%

遗传的基本规律 2% 微生物的培养与应用 / 基因工程 12%

二、试题特色

本试题本着以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实际问题为测试

任务、以真实情境为测试载体、以生物学学科知识为解决问题的

工具的命题原则进行分析。试题具有如下特点：

图 2　以学科素养为基础的试题命制框架

（一）围绕社会热点、与时俱进，提高科学素养

2017 版《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关注和参加与

生物科学技术有关的个人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是生物学科

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社会责任感的

重要途径。

选择题第 1 题（免疫机理）、选择题第 3 题（大湾区生态环

境建设）；非选择题第 17 题（中国响应联合国号召，积极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做出碳峰值和碳中和时政热点情境）围绕热点问题展

开，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和复杂度但又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能够成

为学生运用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载体。引导对现实生

活的关注和思考，促使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结合社会热点的

试题进行科普宣传，借助高考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和“指挥棒”

功能，引导中学素质教育的实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这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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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起点高，落点低”，换句话说“题在书外，理在书内”，体

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和潮流趋势。

（二）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建设精神文明家园

响应国家教育方针和育人方案，在选择题第 2 题引入中国诗

歌传统文化以及在非选择题第 18 题引入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太极

拳作为背景材料，既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物学知识，又能在

科学与人文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育

人价值。

（三）基于核心素养创设真实、科学的情境

情境创设应真实、科学，情境是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本试

题命制时，为了满足学生认知的“最近发展区”，对背景材料进

行适当的简化处理，并配以辅助信息，避免学生对情境的理解产

生模糊认识，减少学生非结构性的应答障碍，使试题具有较高效

度和信度。

选择题 13 题（保卫细胞吸水膨胀使植物气孔打开）、14 题（乙

烯利可以促进香蕉果皮逐渐变黄、果肉逐渐变甜变软的成熟过程）、

15 题（野生型拟南芥与突变型拟南芥光合作用各项指标比较）、

非选择题 19 题（利用蛋白治疗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的常用临床药物

以及研发治疗新的药物）都以新思想或新进展为核心，以实验数据、

实验设计为例证，保证情境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又能体现学科发

展的前沿性。

（四）基于科学史的考查，形成生命观念，理解科学本质

选择题第 5 题以 DNA 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以科学史的考查为载

体、以生物学知识为工具的命题方式使科学史中科学思维方式和

方法与新课标中形成生命观念、发展科学思维的要求不谋而合，

与新课标中为提高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学习生物

科学史能使学生沿着科学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学的本

质和科学研究的思路方法的理念相一致。同时科学史的真实、可

靠和无歧义，保证了命题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平性，有利于提

高命题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多种能力的评价。

（五）重点落实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高考命题工作依据高考评价体系，以“立德树人、服务选才、

引导教学”为核心立场，以“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为考查内容，依据《考试大纲》进行命制。

1. 生命观念

内容聚焦大概念，本试题如选择题第 14 题通过乙烯利对香蕉

的催熟过程的技术路线，要求学生理解植物激素调节着植物的生

长发育；非选择题第 18 题通过太极拳运动而影响人体细胞激素分

泌，要求学生理解在神经 - 体液调节下，细胞内外液各理化因子

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均要求学生具有稳态与平衡观，考查“生

命观念”素养。

2. 科学探究

实验探究过程就是学生的认知冲突的过程。利用探究的形式

考查学生将激发学生思维的碰撞，通过文字描述、数字表格、曲

线图等展现方式完成报告，揭示实验现象的本质，将核心概念延

伸出去，实现对重要概念的深度剖析。

生物学科实验与探究过程和结果需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进行传

播和交流，包括具有学科专业化视角的分析、论证及表达。通过

考查学生利用科学规范的学术语言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和表达

的能力，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素养。

如非选择题第 19 题考查学生对实验对照原则的把握问题，本

试题着重考查了学生实验探究及其分析能力，需要学生明确对照

组，理解设置对照组和模型组的必要性，能够正确分析实验结果，

并结合题干信息运用科学术语对实验结果展开描述；

3. 科学思维

要求学生能够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基于事实和证据，运用归

纳的方法概括出生物学规律，并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运用生物

学规律和原理，对可能的结果和做出解释，选用适当的方式运用

准确的科学术语阐明内涵，考查学生的“科学思维”的素养。

如非选择题第 18 题通过设置“白鹤亮翅”的太极拳动作，展

示伸肘动作在脊髓水平反射弧基本结构来考查动物生命活动调节，

要求学生运用生物学原理和规律，对伸肘动作进行理解并联系神

经体液调节进而解答设置的问题。

4. 社会责任

通过关注新冠疫苗的注射、我国大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

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措施和承诺等社会热议话题，

形成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有关

生物学的社会热点议题进行理性判断，并围绕生物学科知识提出

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合理化建议，通过人类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的

治疗在医疗临床中的应用，考查学生的“社会责任”素养。

（六）用新素材、新角度对旧知识进行全新的考查

此次 21 题选修 1 生物技术实践的题目出的是发酵生产 PHA，

22 题选修 3 的题目出的是非细胞合成技术；但实际上试题 21 题

选修 1 考查的实际上是微生物的培养与纯化，22 题实际考查的是

基因工程。

打破过去全国一卷的传统考法，用全新的素材和背景材料对

学生掌握的知识进行考查，要求学生克服畏难心理，从新情景材

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寻找知识和能力的切入点，着重考查学生的

理解能力。

（七）试题的表述和指向明确，试题层次设计合理

明确测试类型，依据学业质量标准编制双向细目表，确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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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题型、题量，并对学习内容的考查要求层次科学地分成若干

级水平，从而区分出不同素养水平的学生。

本套试题选择题第 1-12 题难度设置较低，学生较易得分，但

是选择题 13-16 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度跨度，对学生的生物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和综合分析应用能力较突出，有较好的区分度。

而非选择题部分，每一题的问题设置呈现出难度循序渐进的

趋势，考生回归课本基础知识就可以对第 1 问、第 2 问进行解答，

但是其他题目的设置上，要求学生具有从情景和材料、题干信息

的提取再回归课本的知识迁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总体而言，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都有难度设置较低、

考查基础知识的题目；但同时也设置有一定的难度和陷阱。试题

难度设置区分度高，实现高考的区分和选拔功能。

（八）考查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利用图表信息能力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终生的再学习能力和信

息的读取能力，是学生日后走向社会、养成终身学习习惯的必备

基本能力。高考试题在加强基础能力考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信息

读取能力的考查，在此次生物试卷上考题中信息题所占的比例较

大。而且随着高考的不断改革，对于学生的加强知识迁移能力和

提取、利用信息的能力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信息题综合考查学

生的各项能力，因此学生平时应将掌握的知识有效地迁移到新的

情境中，注重题干有效信息的提取以及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通

过对教材的整合，知识网络的构建，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横向、纵

向比较、迁移、升华，捕获信息进行答题。

三、备考建议

广东省首次采用新高考模式“3+1+2”，2021 年广东省普通

高中生物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对于在一线教学的教师和备考的学

生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预示着新高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基于本试题的分析提出以下的备考建议，给一线的教师和考生带

来一定的启示：

（一）学会回归课本，结合科学史和实验探究深入对概念的

理解，同时对于辨析类的题目，利用好思维导图对所学知识进行

系统化和思维化归纳和总结。

（二）打破过去对生物学是一门“文科”的思维定势，强化

逻辑思考。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多关注对于生物模型的理

解的相关题目，强化自身对模型和图表等信息的提取能力，提高

自身的思维水平。

（三）关注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明晰实验思路、实验组、

对照组的设置的目的，注重发展实验思维和实验探究能力。

（四）关注时政热点以及与生物学相关的科学成果，与时俱进，

学会在新素材里面发现生物学知识。

教师在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考纲，以课标为出发点，以教材

为标准。研究考纲对于高考而言就相当于知己知彼，这样才能百

战不殆；根据课标的要求重点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同时

应当重视高中生物学教材每节课的问题探讨、正文部分的知识点、

思考与讨论以及与生活的联系、相关的信息的拓展等都是从各个

角度培养学生，因为历年的高考题都是源于教材高于教材。

总体而言，此次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在知识考

查上有易有难，实现了对人才的选拔，在能力上考查了分析、理

解和综合等能力，体现了国家所倡导的“多读书，多思考”的理念，

本试题中多用生活实例、时政热点为命题材料，引导学生将生物

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高考改革的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顺应改革的潮流，围绕改革中学科大概念

和跨学科概念，在真实情景中开展教学和评价，注重学生的生活

经验和已有想法，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高考。

参考文献：

[1] 周忆堂 . 核心素养立意下的高中生物学试题原创 [J]. 生物

学教学，2019，44（01）：49-51.

[2] 柯勉 . 生物学高考科技应用、社会热点试题的特点和备考

策略 [J]. 生物学教学，2004（02）：34-37+1.

[3] 周红 . 基于生物科学史的高中生物学命题策略研究 [J]. 生

物学教学，2020，45（04）：45-48.

[4] 教育部考试中心，围绕高考核心功能全面深化考试内容改

革 [N] 中国教育报，2017-06-09（5）

[5] 丘城锋 . 通过实验探究建构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教学策

略——以“光照强度对黑藻光合作用的影响”为例 [J]. 生物学教学，

2019，44（10）：50-52.

[6] 郭学恒 . 高考生物学对实验与探究能力的考查 [J]. 生物学

教学，2021，43（08）：71-73.

[7] 申定健 .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测评的高中生物学试题命制尝

试 [J]. 生物学教学，2019，44（11）：54-56.

[8] 郑向明 . 高三生物复习中学生几种能力的培养 [J]. 宁德师

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6（03）：329-332.

[9] 张乐，吕利霞 .2019 年高考理综全国Ⅱ卷生物试题分析及

备考建议 [J]. 内蒙古教育，2020（02）：28-29.

基金项目：岭南师范学院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项目

（000302005067）“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社会责任培养策略的研究”。

作者简介：

余小杏，岭南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专任教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生物教学论。

吕淑佩，岭南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