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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核四层四翼”为依据通过命题考试指导高三备考
刘争争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贵州贵阳 550000

摘　要：在备考复习过程中，关注“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关注每年的高考试题，研究高考的方向和试题的特点，

是教研人员和高三教师重点关注的内容。作为全市高三工作专业领域的指导者，学科中心组通过命题落实“一核四层四翼”

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通过考试诊断教学中的问题，并提出备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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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高考结束后，中心组随即着手进行 2021 年高

考试题分析、趋势分析，思考 2022 届的整体布局，除了以教

研活动、专题讲座、观摩课、高端大讲堂等形式组织备考有

效推进外，通过全市范围内的四次统一考试、统一改卷，对

整体情况进行诊断，查找问题，提出建议，有利于复习有效

性的提高。

中心组通过对高考的研究，对这四次统一考试进行整体

布局，包括对知识点分布、能力要求、思维水平、表达要求

及试题难度等进行统一谋划，分阶段检测，掌握本届的基本

情况，以利发现问题、调整策略。［注：四次统一考试是：

2021 年 8 月摸底考（单科）、2022 年 1 月期末检测考（单科）、

2022 年 2 月的第一次适应性考试（综合）、2022 年 5 月的第

二次适应性考试（综合）］

一、命题依据和要求、目的

1. 依据：在高考“一核四层四翼”评价体系框架下，以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的

相关要求为命题指导思想，通过对近年课标卷生物试题，特

别是 2021 年全国卷生物试题特点的分析，根据试题变化特

点，考查主干知识、重要概念的掌握情况，并注重理解能力、

获取信息能力、实验探究能力、综合运用能力考查的指导思

想不变。现从生物学科出发，结合“一核四层四翼”评价体

系角度分析命题依据。

2. 命题要求：体现立德树人、劳动教育，关注社会热点，

落实社会责任；结合生产生活，考查考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加强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通过实验操作及实

验分析题，使真做实验的得高分；关注科学史和重要概念；

注重对逻辑、推理和表达的考查；重基础、回归教材，关注

高考题。

3. 目的：对全市 2021 届生物学学科高三备考、考生复习

情况进行诊断，以利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提高复习备考的

有效性。

（1）诊断复习效果

①紧扣《课程标准》、教材和高考试题，检测各校对高考

趋势的研究及应对试题变化进行调整的效果。

②检测回归教材、必备知识掌握的情况。试题通过较丰

富的、源于教材的素材的使用，在基本概念、重要事实、科

学方法和经典实验等处设置问题，以检测一轮复习的重要任

务“回归教材、夯实基础”做得如何。

③通过原创试题判断考生的能力和思维状况。试题汇集

了命题老师的智慧，以大量原创的新试题、新情境，保证了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获得真实的考生能力和思维状况信

息。试题通过文字、图、表等多种形式呈现信息，诊断考生

阅读理解题意、甄别、筛选与判断信息、分析、判断、解释、

推理等能力水平。

（2）暴露考生思维弱点、应试软肋

命题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教研人员和一线名师组成，深知

考生学习中存在的误区和考试中存在的漏洞，及考生的思维

特质和易错点。故而，通过巧妙的设问对此进行检测，以暴

露问题，引起重视。

总之，试题以基础知识为载体，对考生的理解能力、实

验与探究能力、获取信息与解读信息能力及综合运用能力有

了较为全面的考查，力求通过此次综合考试，对高三复习备

考和学生的生物学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和相关能力水平有一个

比较客观的评价，以此查缺补漏，指导后续复习，提高复习

备考的有效性。

二、试题对高考评价体系的回应

1. 考什么——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

知识

本次命题核心价值考查了责任担当、健康情感、劳动精

神；学科素养考查了信息获取、理解掌握、知识整合，以及

研究探索、操作运用、语言表达、科学思维；关键能力考查

了语言解码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搜索能力、信息整理

能力等信息获取能力群，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信

息转化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应用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等实践操作能力群，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归纳概

括能力、演绎推理能力等思维认知能力群；必备知识考查了

本学科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与方法。

2. 怎么考——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对于基础性，试题设计强调基础扎实，试卷中包含一定

比例的基础性试题，引导学生打牢知识基础，避免偏题、怪

题，聚焦内容的基本性、通用性及情境的典型性，以生活实

践或学习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情境为任务创设和基本知识能

力应用考查载体。

在综合性方面，试题强调融会贯通，以必备知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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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知识点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处于整个知识网络之中。

对于应用性，试题强调学以致用，以生产生活实践为情

境，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关心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蕴

含的实际问题，用知识、能力和素养去解决实际问题。

创新性方面，试题通过创设合理情境，设置新颖的试题

呈现方式和设问方式，对考生在新颖或陌生的情境中主动思

考，完成开放性或探究性的任务，发现问题，找到规律，得

出结论的水平进行测量与评价。

3. 考查载体——生活和实践情境、科学实验和探究情境、

生命科学史情境

生活、学习和实践情境。如细胞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光

能通过绿色植物转化为支撑生命活动所需的化学能，细胞呼

吸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立体农业、松土等栽培措施与植物

生长、温室效应等的关系；新冠病毒的确诊指标；运动时对

机体呼吸频率、血糖、水盐的调节；遗传调查等。利用这些

熟悉的生物学现象或事实作为试题的情境，提出问题，引发

学生思考，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热爱

自然、崇尚科学的意识。

科学实验和探究情境。例如：根据卡尔文与同位素标记

法对光合作用进行全面考查；通过“观察根尖分生区组织细

胞有丝分裂实验”、“桉树 - 菠萝”立体农业模式、人类对遗

传物质的探索科学史之一：萨顿假说、微生物的分离、培养

与利用、基因改造等。利用这些学生学习过的现象或问题作

为试题情境，在考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科

学探究的热情，有助于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科

学精神。

生命科学史情境。如卡尔文循环、萨顿假说，基因工程

的建立实现定向改造生物学特性的目标，可通过 DNA 重组

和使生物体获得新的遗传特性，提高生物技术在疾病治疗的

工作效率。用生命科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作为试题情境，使学

生能够在科学研究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得到启迪，学会

继承、借鉴和创新。

三、问题梳理

我市组织了全市统一阅卷。新高考倡导不“唯分数”的

评价，并不是不要分数，而是提供什么样的分数的问题。因

此，在制定评分细则时从学科特点出发，以有助于暴露问题、

诊断问题为出发点，以提高复习有效性为目的制定统一的评

分细则。从各题得分情况和得分框数据来看，考生主要丢分

环节呈现一定的共性，对此进行归类和分析，可发现问题的

根源，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归纳起来，主要有：

1. 知识层面

基础知识不扎实，重要概念理解不深刻，相关概念混淆、

概念之间的关系混乱；一轮复习对教材的处理存在不过关的

情况，存在知识漏洞、细节漏洞；存在教材实验没有掌握的

情况。学生在知识上的问题在于只有“知识点”，没有形成知

识网络，没有形成观点，将知识联系起来较为困难。

2. 能力水平

在使用文字描述生物学问题的能力较差；获取信息能力

有待提高，读不懂，看不全，抓不住关键是目前考生普遍存

在的问题；实验与探究能力中对实验现象、结果的解释等中

高阶能力是短板，特别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物学问题

方面有较大问题。

3. 思维水平

思维水平不够高，学得较呆板，灵活应用解决问题困难

较大；思路不清晰，导致答题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前后矛

盾，不会应用比较的方法。

4. 应试水平

错别字多，有较多考生答题用大而空、没有对应题目要

求的描述，这是无效的；不善于使用术语答题；答案缺乏完

整性，描述无主语或无宾语，无对象，导致答案无效；答案

不全面丢分严重，这是思路不宽广的反映，只答事物的一个

方面，最多得到一半的分。

5. 丢分多的题型和设问

非选择题是丢分的主要题型，而非选择题中又以解释原

因等描述性答案丢分更加严重。体现在：不会解释原因、不

会使用专业术语、没有进行实验操作，遇到考实验操作和细

节的题目肯定丢分。选考题得分率不高要引起关注，选考题

容易出现填涂框不涂或都涂，题内序号需要自己书写，容易

导致漏答等问题。

四、建议

1. 理解“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用好 2019 年考

纲、考试说明和 2020 年试题分析，学习考试中心相关文章，

把握方向，提高复习的针对性。

2. 重视劳动素材、实验情境、生产实践、生活情境的创

设，关注人类健康、生态和谐、社会责任等国家大政方针强

调的方向和素材。

3. 重视重要概念的复习，梳理概念之间的关系，加强对

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以加深理解。

4. 开展专项训练：语言表达、描述训练、实证思维训练、

题型训练、高频考点分类训练、重要概念梳理等。

5. 通过对学生进行完整、规范、有得分点的答案梳理的

训练，逐步使学生能脱离教师的帮助，独立获取信息，解决

问题，规范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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