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生物学科如何体现新课标理念

——探究性学习六方面

生物学科新的课程标准与旧的课程标准相比较，最大的优点是教育理念非常先进。新课

标教育理念的先进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强化探究性学习就是其中之一。

新课标先进理念主要是通过教材的变化体现的。新教材内容除了保持旧教材理论知识的

系统完整外，新添加了许多内容，新添加的内容都可以很好的体现探究性学习，例如：探究

性实验，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生物学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

乐于在探究中学习；生物学史，利用生物学家的亲身实践经验为探究学习提供基础。

新课标中先进的理念，不仅仅反应在教材中，而且在高考试题中也有所体现。高考试题

对高中教学有直接的导向作用，新课标理念在高考试题中的体现对于新课标的推广起到重要

作用。近几年实施新课标的省份逐渐增加，对这些省份的高考试题进行分析，总结出探究性

学习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有一个真实的情景，激发求知欲，在探究中学习。

给学生真实的情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于探究。创设真实情景试题的

出现，很好的考核了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组织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能使

学生关心世界、有社会责任感。

（2010年新课标辽宁卷）4．水中氧含量随水温的升高而下降。

生活在寒温带湖泊中的某动物，其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与其生

活的水温有关。右图中能正确表示一定温度范围内该动物血液中

血红蛋白含量随水温变化趋势的曲线是

A．甲 B．乙

C．丙 D．丁

此题的题干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个湖泊中的真实场景，在这个

真实的场景中需要同学们去探究湖水温度和动物血红蛋白含量的关系。首先根据题干，比较

容易发现一个问题，血红蛋白和温度应该没有关系，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题干开始所说的水

温和氧气的关系。那么探究的结果是，水温升高，含氧量下降，动物需要更多的氧气维持代

谢，所以血红蛋白含量增加，运输更多的氧气满足需求，正确答案是 D。
（2007 年新课标宁夏卷）28．II．同一品种的西瓜种植在非生物因素相同的两块土地

上，但单位面积产量差别很大，为了探究两块土地上产量不同的原因，请根据所学知识提出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要求写出课题的题目）。

此题也是向同学展示了一个农业生产中的真实场景。探究影响西瓜产量的因素这个问题

时，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题目中说“同一品种．．．．的西瓜”“种植在非生物因素相同．．．．．．．的两块土地

上”。在某一生态系统中，影响一种生物的生长的因素有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那么此题

就迎刃而解了，非生物因素相同，两块西瓜产量出现差异的原因就是生物因素．．．．的影响。

第二方面：探究过程和结果有开放性，给学生的思维“松绑”。

探究的开放性应该是全方位的，探究内容、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应该开放。在新课标的

高考试卷中，探究的开放性有所体现，尤其是答案的开放性，使学生不再受标准答案的束缚，

对于开发学生思维是很有利的，使学生学会从多角度考虑问题。



（2007 年新课标宁夏卷）28．II．同一品种的西瓜种植在非生物因素相同的两块土地

上，但单位面积产量差别很大，为了探究两块土地上产量不同的原因，请根据所学知识提出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要求写出课题的题目）。

【答案】 II．病虫害对西瓜产生影响的研究（本题答案有多种，只要合理就给分）

此类试题答案开放，学生在试卷中给出的答案很多“探究昆虫传粉对西瓜产量的影响”、

“土壤中微生物对西瓜产量的影响”、“蚯蚓对西瓜产量的影响”等等。此题是从探究内容入

手，体现探究的开放性，在限定条件下，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待一种现象，多角度回答问

题，使学生思维发散，体现探究性学习的优势。

（2009年新课标山东卷）26．（4）用适宜浓度的 2，4—D处理番茄花蕾可提高坐果率。

请设计实验方案，确定施用 2，4-D的最适浓度。

【答案】 （4）①将生长状况相同的番茄平均分成若干组

②配置对应组数的系列浓度梯度的 2，4，-D溶液

③分别用不通浓度的 2，4，-D溶液处理对应组的番茄花蕾

④统计分析不同处理组的番茄坐果率，确定最适施用浓度

探究内容的开放必然导致探究方法的多样。此题只要求写出实验方案，没有要求写出具

体步骤，具体结果，考察了学生探究过程的大致思路，充分体现了探究过程的开放性。学生

在学习生物学科的过程中，死记硬背的现象比较严重，探究方法的多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

问题，充分解放学生思维，体现探究实质。

第三方面：科学探究在实践中进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践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旧课标下的高考试题实践

内容比较少，新课标下此类试题在逐渐增加。新课标下，高考要求学生用自己亲身实践或借

鉴别人实践的经验来解答试题，通过实践更好的掌握生物学规律。

（2009 年新课标辽宁卷）29. （2）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 O2来自 H2O，还是来自 CO2？请

写出简单实验思路证明你的结论。

【答案】（2）来自于 H2O 分别将 C
18O2和 H2

18O 提供给两组植物,分析两组植物光合作

用释放的 O2,仅在 H2

18
O 组植物中产生,即可证明上述结论.

此题要求学生借鉴鲁宾和卡门的实践经验来回答问题，1939年，两位科学家利用同位

素标记法有力的证明了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来自于水。在两位科学家的实践过程中，重点运

用了两种方法，同位素标记法和对照实验。同学们需要借鉴科学家的经验，来解决探究实验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道试题就是从这个角度考察了这两种方法，强化了学生对他人实践经

验的掌握。

（2007年新课标山东卷）1．用高倍显微镜观察洋葱根尖细胞的有丝分裂。下列描述正

确的是

A．处于分裂间期和中期的细胞数目大致相等

B．视野中不同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可能不相等

C．观察处于分裂中期的细胞，可清晰看到赤道板和染色体

D．细胞是独立分裂的，因此可选一个细胞持续观察它的整个分裂过程

学生在书本中学到的许多理论知识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才能深刻体会。为了更好的考察理

论知识，可以从考察实验的角度出发，将理论知识融合在实验中，试题的难度就会提高。此

题考查了学生亲自操作的一个常规实验，学生如果亲手操作了这个实验，解答问题就会比较

容易，如果只是学习了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操作，学生理解不到位，回答起来就会困难。

这类试题在新课标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使生物学科的实践操作在教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科

学实践的重要性日益体现。



第四方面：科学探究要求探究能力，严谨的科学作风，求实的精神。

新课标下，高考加强实验题密度，考核试验操作，实验分析，实验设计和科学研究品质。

高考试题从考察这些方面入手，促进学生的探究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求

实的精神。

（2008 年新课标宁夏卷）28．II．在用生长素促进植物枝条生根的实践过程中，发现

枝条生根情况不一，分析其原因，认为可能与生长素的浓度有关。请据此拟定一个相关研究

的课题。要求写出课题名称及相关研究中的观察指标和影响这一指标的因素。

【答案】Ⅱ．探究生长素浓度对该植物枝条生根的影响

观察指标：生根数量（或长度）

影响这一指标的因素：生长素浓度（合理答案都给分）

对研究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课题，是科学探究能力中最为基本的一个环节。在高考试题当

中出现，体现了新课标中对探究性学习的重视。随着新课标的逐步推行，实验试题比重逐渐

增加。今后的高考中，探究性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对学生此方面能力的考察，将会越来越

广泛、深入。

（2009 年新课标山东卷）36. （3）小鼠常被用作研究人类遗传病的模式动物。请填充

观察小鼠细胞减数分裂的实验步骤：

供选材料及试剂：小鼠的肾脏、睾丸、肝脏，苏丹Ⅲ染液、醋酸洋红染液、詹纳斯绿 B（健

那绿）染液，解离固定液。

取材：用____________作实验材料

制片：①取少量组织低渗处理后，放在____________溶液中，一定时间后轻轻漂洗。

②将漂洗后的组织放在载玻片上，滴加适量____________。

③一定时间后加盖玻片，____________。

观察：①用显微镜观察时，发现几种不同特征的分裂中期细胞。若它们

正常分裂，产生的子细胞是__________________。

②右图是观察到的同源染色体（A1 和 A2）的配对情况，若 A1正常，A2发

生的改变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题结构完整，需要精确填写实验材料，实验步骤，对于考察学生的探究能力要求非常

具体。对具体的实验材料考察细致，同学们需要了解肾脏、肝脏和睾丸的特点，才能回答正

确。对实验步骤的考察，要很严谨的思维才能回答正确。所以，这道试题很好的考察了学生

思维的完整和严谨。

第五方面：科学探究要求科学的思维方法

新课标下的高考，特别强调学科的思维方法。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思维方法，生物学科对

于学生科学探究所需要的归纳、推理、演绎和类比等能力要求比较高。

（2010年新课标山东卷）27．100年来，果蝇作为经典模式生物在遗传学研究中备受重

视。请根据以下信息回答问题：

（3）假设某隐性致死突变基因有纯合致死效应（胚胎致死），无其他性状效应。根据隐性

纯合体的死亡率，隐性致死突变分为完全致死突变和不完全致死突变。有一只雄果蝇偶然受

到了 X射线辐射，为了探究这只果蝇 X染色体上是否发生了上述隐性致死突变，请设计杂

交试验并预测最终试验结果。

试验步骤：① ；

② ；

③ ；

结果预测：Ⅰ 如果 ，则 X染色体上发生了完全致死突变；

Ⅱ 如果 ，则 X染色体上发生了不完全致死突变；



Ⅲ 如果 ，则 X染色体没有发生隐性致死突变。

（3）①这只雄蝇与正常雌蝇杂交 ②F1 互交（或：F1 雌蝇与正常雄蝇杂交）③统计 F2

中雄蝇所占比例（或：统计 F2 中雌雄蝇比例）

Ⅰ：F2中雄蝇占 1/3（或：F2中雌：雄=2:1）

Ⅱ：F2中雄蝇占的比例介于 1/3 至 1/2 之间（或：F2中雌：雄在 1:1～2:1 之间）

Ⅲ：F2中雄蝇占 1/2（或：F2中雌：雄=1:1）

此题考察了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归纳推理的能力。此题不同于一般的实验题，虽然也要求

写出实验步骤，但是此题实验步骤的设计基于遗传学基本规律，所以在设计实验步骤时，逻

辑性很强，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很高。实验结果预测，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学生的

能力，根据自己所设计的实验步骤，推断出相应结果，并且对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得出结论，

所以此题对于归纳推理能力的训练是很到位的。

第六方面：科学研究要求将所有的知识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善的知识网络。

科学探究过程对完善的知识网络要求很高。为了考核考生知识网络的构建，以及运用知

识网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考往往在知识交汇点上命题。

（2010年山东）1．下列实例与基因的作用无关的是

A．细胞分裂素延迟植物衰老 B．极端低温导致细胞膜破裂

C．过量紫外线辐射导致皮肤癌 D．细菌感染导致 B淋巴细胞形成效应 B（浆）细胞

此题涉及知识面很广，A选项涉及植物激素和基因表达使植物衰老。B选项主要考察学

生细胞坏死，细胞坏死和基因作用无关。C选项考查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突变导致癌症。D
选项涉及细胞分化和基因表达的关系。不仅仅是知识面广，而且这道试题的 A选项很有新

意。学生对于植物激素发挥的作用记忆深刻，但是对于激素是否和基因的作用有关就不甚了

解，所以此题许多同学错选了 A选项。学生对于每一个单独的知识点掌握的很好，但是这

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掌握的不好，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错选 A选项，就

说明学生知识网络连接出现了问题。

（2010年辽宁）3．若要在普通显微镜下观察到质壁分离、RNA 和脂肪，下列四组材料中

应选择的一组是

A．水稻胚乳和花生子叶 B．天竺葵叶和水稻胚乳

C．紫色洋葱和花生子叶 D．天竺葵叶和紫色洋葱

学生非常熟悉使用紫色洋葱来做质壁分离实验，使用花生子叶来做脂肪观察实验，但是

教材中做 RNA观察实验用到的是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但是选项中没有，学生感到很陌生，

不知如何是好。这道试题很好的考察了知识的交汇点，紫色的洋葱表皮做质壁分离，而白色

的内表皮可以做 RNA观察实验。学生对这道题回答有问题，说明知识网络出现漏洞，知识

点之间联系不够紧密。

综上所述，高考试题在六个方面体现出了新课标理念在探究性学习方面的要求，包括：

①创设真实的情景、②试题过程和答案有开放性、③科学探究在实践中进行、④科学探究要

求探究能力，严谨的科学作风，求实的精神、⑤科学探究要求科学的思维方法、⑥考察完善

的知识网络。新课标先进的理念要想深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就要依靠高考试题在教育中的导

向作用，所以新课标的理念将会在高考试题的出题方向上起主导作用。这样就需要我们深入

了解新课标的理念的各个方面，全面提高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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