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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试谈高中生物教学中“信息转换”能力的应用 
◆刘和平 

（临县高级中学  山西吕梁  033200） 

 
摘要：近年来，信息转换题成了生物高考命题的必考题型。该类型题既

是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科学思维能力的考查，也是《考试大纲》中近年来

比较重视的题型，该题型能够锻炼学生的转换思维，因此，在生物教学

中培养学生信息转换能力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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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反转换 
正反转换能力与我们经常提及的“逆向”思维类似，即“反

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相反面进
行探索”。对于在生物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特殊
问题，从结论往回看，反过来思考，从求解回到已知条件，倒过
去想反而会使问题简单化。正与反是相对的，正反转换的一个前
提条件是某个问题从正面难以解决，但换个角度从反面却可以解
决，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列举；正反转换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
某个问题从正面可以解决但比较麻烦，但换个角度从反面却可以
很容易解决，这是实际应用中极为有效的一种“信息转换”应用。
例如：某家系中有甲、乙两种单基因遗传病（如图 1 所示），其
中一种是伴性遗传病。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 

 
 
 
 
 
 
 
 
A.甲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乙病是伴 X 染色体隐性遗传 
B.Ⅱ-3 的致病基因均来自于Ⅰ-2 
C.Ⅱ-2 有一种基因型，Ⅲ-8 基因型有四种可能 
D.若Ⅲ-4 与Ⅲ-5 结婚，生育患病孩子的概率是 5/12 本题其

他选项的解析略，仅分析 D 选项。Ⅲ-4 基因型为 AaXbXb（假设
甲病基因用 A、a、乙病基因用 B、b 表示），Ⅲ-5 基因型为 AAXbY
或 AaXbY，如果按照常规解法，亲代中父亲有两种基因型，则
必须分组讨论患病情况然后再汇总，而患病情况又有三种，只患
甲病、只患乙病、两病皆患，先要求出各种患病情况的概率，然
后再相加，学生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如果反过来考虑，将两种遗
传病分开，单独考虑再组合，先求甲乙两种病在子代中正常的概
率，再组合得到完全正常即不患病的概率，正反转换再求患病概
率，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计算量，节省时间，还不容易出错。 

2.图文转换 
图形是文字直观、具体、形象的表现，文字是图形的高度概

括，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并可相互转换。在生物教学中，
许多抽象的文字都是由直观复杂的宏观或微观生物现象高度概
括而来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再进行反向转换，并且图
文结合才能理解接受。如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使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来进行模拟就可以实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还可以化抽
象为形象，化微观为宏观。 

3.时空转换（静动转换） 
这里所谓的“时空转换”不同于科幻小说里的时空转换。生

物学教学经常涉及重要的生理过程，而书本是用静态的文字图形
进行表述的，学生很难直观体会理解。虽然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
将其变成动态过程，但是学生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将书本上一维、二维的图文转换成三维的空间立体结构乃至四维
的时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解应用相关生理过程。例如： 

【例 2】图 2 为真核生物染色体上 DNA 分子复制过程示意
图，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图二 
A.图中 DNA 分子复制是从多个起点同时开始的 
B.图中 DNA 分子复制是边解旋边双向复制的 
C.真核生物 DNA 分子复制过程需要解旋酶 
D.真核生物的这种复制方式提高了复制速率 
本例题用到的知识 DNA 复制过程来自课本，其中半保留复

制特点是学生都清楚的，多起点不同时复制是书本上没有的，必
须从图中得到。从图中能明显看出复制起点有 3 个（由图换文），
3 个起点不同时复制就需要学生应用“时空转换”能力来判断解
决：复制圈大小与复制时间长短成正比。 

4.整体与部分转换 
有时我们看问题总看不清，而别人却看得十分清楚，正所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果你只看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很难搞清楚，但是由部分上升到
整体，进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换，问题便迎刃而解。例如：【例
3】在双链 DNA 分子中，G 和 C 之和占全部碱基数的 46%，又知
该 DAN 分子的一条链中（1 链）所含的碱基中的 28%是 A，问
与 1 链对应另一条链（2 链）中 A 占该链全部碱基数的（ ）。 

A.26% B.24% C.14% D.11% 
本题是有关 DNA 分子结构碱基互补配对的问题，首先进行

图文转换，如图 3 所示。 
 
 
 
 
 
 
 

 
图三 

如果按照问题直接求解，则需要算出 2 链中 A 的数目及 2
链总碱基数，十分麻烦。而双链 DNA 中碱基总是成对出现，存
在如下关系：(A1+T1)%=（A2+T）2 %=（A+T）%=1-（G+C）%(A1 
指 1 链 A 碱基总数，A 指整个 DNA 分子片段 A 碱基数，其他类
似，据图解很容易推出此关系)，据图可知 A2 数目与 T1 相等，
(A1+T1)%=（A+T）%=1- 46%=54%，A1=28%，因此 A2=T1=26%。 

结语 
总之，“信息转换”能力的应用较多，要想熟练应用“信息

转换”能力，学生就需要具备扎实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发散性思
维，当然还要有一定的学习经验、专业技能、科学研究方法等，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不断提高分析、转换、整合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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