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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生物教学过程中运用试题训练学生的思维深度

【摘要】 高中阶段的生物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通过增加习题数量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这种方法确实有一定效果，但是占用学习时间过长，易造成对答案的低层次记忆。如何高效

地利用试题，使学生更准确的把握知识，是教师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从讲授试题的角

度进行分析，提出一些训练学生思维深度方法，如：学生进行讲解、试题图形化等，并且为

各位生物教师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实例。

【关键词】 生物教学 思维深度 试题

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掌握知识，需要运用试题进行训练。提高试题的数量

在高中阶段的教学过程中确实有一定效果，也会产生一些弊端。主要的弊端有两个：

一、大量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思维深度不够，只停留在浅层思考，重复的试题所占用

的时间是无效的。

二、学生把试题做对了，就认为掌握了知识。试题做对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学生真

正掌握了知识和解题的方法。第二种，很多学生在做习题的过程中，部分试题的答案被学生

记住了。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答对试题只是简单记忆的结果，学生不一定是真正掌握了知

识本身。还有一部分学生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

为了摆脱重复训练，教师可以利用试题进一步的训练学生的思维深度，而不是停留在浅

显的记忆层面。如何运用试题对思维深度进行训练，笔者总结出一些做法。总结之前，我们

先来分析一个实例。

例题：（2012 年江苏卷，第 14 题）某植株的一条染色体发生缺失突变,获得该缺失染色

体的花粉不育,缺失染色体上具有红色显性基因 B,正常染色体上具有白色隐性基因 b(见下

图)。如以该植株为父本,测交后代中部分表现为红色性状。下列解释最合理的是

A. 减数分裂时染色单体 1 或 2 上的基因 b 突变为 B

B. 减数第二次分裂时姐妹染色单体 3 与 4 自由分离

C. 减数第二次分裂时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自由组合

D. 减数第一次分裂时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交叉互换

有一年我带一个复读班。这道高考题绝大多数同学都做对了，选择 D。我请一位做出正

确答案的学生把这道题给同学们讲一下，这位同学很诚实，承认自己不会。我问，那你是怎

么做出来的呢？学生回答，都做过很多遍了，答案都记住了。我又请几位同学讲这道题，结

果大部分是记住了答案，少部分能做出来，但是知识点说的不清楚。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于

过度重复训练而不注重思维深度的训练。

这道题是变异部分一道非常经典的试题，考察的知识点非常清晰。我请同学们思考了三

个问题：

1.B、C 错误在哪里？

B 的错误是 3、4 的分离不会导致红色的出现。

C 的错误是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也不会导致红色的出现。

这个知识点属于较低层次（教学要求 A），绝大部分学生应该可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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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 A 可以吗？为什么不是基因突变？

同学们回答：应该不是基因突变。我继续问，为什么不是？学生说不清楚。我说，请看

题干，“测交后代中部分表现为红色性状”，既然是部分发生，而基因突变发生的频率很低，

所以不是基因突变。

这个知识点属于较高层次（教学要求 C），少部分同学能够掌握并将知识进行迁移。

3.如果你认为发生了交叉互换，那么交叉互换之后的图形应该怎样画呢？

问完之后，请几位同学上黑板进行绘制，少部分同学们绘制出了图形 1，很多同学错误

的绘制了图形 2。

接下来我请绘制正确的学生进行解释。学生讲解：交叉互换的部分应该是染色体的同源

区段，而图形 2 换掉的部分包括非同源区段，所以图形 2 是错误的。

这个知识点属于高层次（D），很少部分学生能够掌握。但是这道题其他三个选项的要求

比较低，所以选出正确答案还是比较容易的。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出，笔者训练思维深度的方法如下：

第一，试题应该由学生来讲。

训练思维深度，首先需要知道学生再哪个方面有不足。教师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思维方面

的漏洞？只有学生自己提出来或者是学生自己暴露出来。如果学生对试题分析不清楚，就是

有知识点漏洞。此时，再由教师进行指导和补充。学生讲解试题，便于教师发现问题，更有

针对性的进行指导和训练。

学生讲解试题，学生思考的角度会由学习的角度转换成讲解的角度。教师能够很清晰的

讲解试题，主要是因为要讲解试题，所以思维的深度必须要超过学生。学生从讲解的角度出

发，会更加深入的研究试题，更有助于学生思维深度的培养。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学生就会

发生质的飞跃。

第二，每个细节问题都要深入探讨。

例题：（2017 年山东卷，第 4题）某同学将一定量的某种动物的提取液（A）注射到实验

小鼠体内，注射后若干天，未见小鼠出现明显的异常表现。将小鼠分成两组，一组注射少量

的 A，小鼠很快发生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另一组注射生理盐水，未见小鼠有异常表现。对实

验小鼠在第二次注射 A后的表现，下列解释合理的是

A．提取液中含有胰岛素，导致小鼠血糖浓度降低

B．提取液中含有乙酰胆碱，使小鼠骨骼肌活动减弱

C．提取液中含有过敏原，引起小鼠发生了过敏反应

D．提取液中含有呼吸抑制剂，可快速作用于小鼠呼吸系统

这道题由于题干明确说明是再次进入，符合过敏的特点，所以选出过敏原应该比较容易。

如果说只是为了做对这道题，到此为止，学生已经可以准确的做出答案了。如果学生只是为

了作对这道题，那么学生考虑问题的深度也就到此为止了。这道题有其他三个选项，学生对

于注射其他药物会产生什么影响并不确定。

进一步训练学生的思维深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其他三个选项进行深入剖析。注射药

物后应该出现什么情况？导致小鼠出现什么症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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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讲解：A 选项，注射胰岛素后，导致小鼠血糖浓度降低，小鼠会出现昏迷的现象。

教师可以继续追问：怎样才能消除昏迷现象？学生回答：注射葡萄糖。教师还可以继续追问：

注射胰高血糖素是否可以解除昏迷现象？注射蔗糖可以吗？等等。

学生讲解：B 选项，注射乙酰胆碱后，导致小鼠骨骼肌收缩。乙酰胆碱作为神经递质，

作用于突触后膜使骨骼肌兴奋而收缩。

学生讲解：D 选项，注射呼吸抑制剂后，会阻断小鼠细胞正常的细胞呼吸，导致细胞死

亡，进而导致小鼠急性中毒。教师可以继续扩展：呼吸抑制剂的典型代表：氰化钾。

第三，将试题进行变化之后再进行训练。

例题：（2009 年辽宁卷，第 6 题）已知某闭花受粉植物高茎对矮茎为显性，红花对白花

为显性，两对性状独立遗传。用纯合的高茎红花与矮茎白花杂交，F1自交，播种所有的 F2，

假定所有的 F2植株都能成活，F2植株开花时，拔掉所有的白花植株，假定剩余的每株 F2自交

收获的种子数量相等，且 F3的表现型符合遗传的基本定律。从理论上讲 F3中表现白花植株的

比例为

A.1/4 B.1/6 C.1/8 D.1/16

这道题虽然题干给出了两对相对性状，但是在实验的过程中，始终只提到了花的红色和

白色这一对相对性状，所以应该用分离定律加以解释。拔掉白花，也就是拔掉了 aa 个体，剩

余的个体中 AA 占 1/3，Aa 占 2/3，自交 Aa 个体的后代发生性状分离，产生 1/4 的 aa，2/3

×1/4=1/6，所以答案选 B。

如果学生很清晰的讲解了这道题，其他学生也认真的听了，但是教师并不能确定学生是

否真正掌握了这道题的解法。笔者认为可以将试题变化一下，还是考察相同的解法，用来巩

固、训练学生的思维深度。

变化之后：已知某闭花受粉植物高茎对矮茎为显性，红花对白花为显性，两对性状独立

遗传。用纯合的高茎红花与矮茎白花杂交，F1自交，播种所有的 F2，假定所有的 F2植株都能

成活，F2植株开花时，随机拔掉 1/2 的红花植株，假定剩余的每株 F2自交收获的种子数量相

等，且 F3的表现型符合遗传的基本定律。从理论上讲 F3中表现白花植株的比例为多少？

题干将拔掉的花的颜色和比例略有变化，深度加深，更好的训练思维深度。亲本杂交得

到的子一代中各个基因型的比例如下：

随机拔掉 1/2 红花也就是将 AA、Aa 各去掉 1/2，三种基因型比例发生变化。

重新整理以后得到新的比例如下：

其中只有 Aa 自交会性状分离，aa 个体的比例应该是 2/5+2/5×1/4=1/2，所以答案是白

花植株的比例是 1/2。

如果变化之后，学生仍然能清晰的讲解这道题，说明学生真正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第四，将试题图形化。

例题：（2006 年北京，第 4 题）用
32
P 标记了玉米体细胞（含 20 条染色体）的 DNA 分子

双链，再将这些细胞转入不含
32
P 的培养基中培养，在第二次细胞分裂的中期、后期，一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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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的染色体总条数和被
32
P 标记的染色体条数分别是

A.中期 20 和 20、后期 40 和 20 B. 中期 20 和 10、后期 40 和 20

C.中期 20 和 20、后期 40 和 10 D. 中期 20 和 10、后期 40 和 10

教师利用这道题挖掘学生的思维深度，需要借助于图形。学生能正确的画出图形，说明

学生的思维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首先，笔者先画出基本图形。因为是半保留复制，所以第一次分裂之后，每个 DNA 分

子都是一条链
32
P，一条链

31
P，如图所示。

接下来，我请几位学生上黑板画出第二次有丝分裂的中期。画出正确图像的过程中，学

生要考虑染色体和 DNA 的关系，要考虑着丝点的位置，要考虑分裂期的特征等等。学生考虑

的方面非常多，学生的思维深度得到了很好的挖掘。正确的图像如下所示：

如果有丝分裂的中期能画对，那么有丝分裂的后期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又将试题进行变

化，请学生绘制减数分裂第一次分裂和减数分裂第二次分裂各个时期的图像。

讲解试题对于每一位教师来说，都是教学的基本功。每位教师都能讲解试题，但是深入

讲解，更好的训练思维深度，却非常困难。对每一道试题都能静心的分析，变化，再传授给

学生，对一位教师来说，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需要认真备课。笔者通过在教学过程中

研究和摸索，总结出这样几种方法和实例，希望可以为从事生物教育的同仁提供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