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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考

生物

每个必修模块所占分值“差不多”
合肥一中 宋银

一张图表让你看懂如何复习
合肥一中 钟春田

安徽省自主命题以来的6年里，生物

学科在非选择题部分一般是 4 道题，命

题知识范围很稳定，一般就围绕必修 1

中的“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必修 2 中

的“遗传定律”、必修3中的“人体稳态的

调节”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四

块知识领域命题。

从分值来看，必修 1 的一道题占 10

分左右，必修2的一道题占16分左右，必

修3的两道题各占14分左右。

生物学科的选择题有6道题，每道题

6分，共36分。一般来说，非选择题重点

考查的知识，选择题一般就不会再重复

考查。同时，高考在命题时，明显体现出

每个必修模块所占分值大致相等的特

色，在非选择题中占分值低的部分，在选

择题中就会多占点分值。所以，这几年

的高考选择题，前3题一般是考查必修1

的知识，考查的知识领域主要集中在“细

胞的基本结构”、“物质的跨膜运输”、“酶

和ATP”、“细胞的生命历程”，以及必修

1课本中的实验。第 4、5两道题一般是

考查必修2的知识，考查的知识领域主要

集中在“DNA 分子的结构和复制”、“基

因的表达”、“生物的变异”这几块。必修

3模块在非选择题中占据了2道题 20多

分，所以在选择题中一般就只有第6题一

道题，这道题考查的知识领域一般就集

中在“植物的激素调节”和“种群和群落”

这两块。

生物选修部分在高考中按“考试说

明”的要求，分值是 9 分。这部分知识

的考查要求一般比较低，多以识记、了

解程度为主。预计今年有关选修部分

的考查应该安排在非选择题部分，这也

是最主流的考查形式，今年“考试说

明”的“题型示例”中，24 道选择题没有

一道是有关选修部分的知识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选修知识内

容的考查，多是将这 9 分的内容安排在

非选择题的最后，集中在一道题中考

查，而去年则有了创新，把选修模块的

9 分内容，分散开来，巧妙地与必修模

块的知识考查糅合在一起，分别在第

29、30、31 题中，各设置了一个小题，两

个空。这种考查形式扩大了考查的知

识面，很好地体现了学科内综合的特

点，非常不错。历年来，选修模块各部

分知识被考查的频率，排在前三名的依

次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的

培养与应用，今年应该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工程的基本原

理”这一部分知识，第一次纳入考试范

围，值得考生关注。

合肥一中名师传授考生如何踢好“临门一脚”

利用图表复习知识一目了然

时期

19 世 纪 40～

60年代

19 世 纪 末 20

世纪初

20世纪三四十

年代

二战后到朝鲜

战争

阶段特征

(1)侵略方式：发动战

争作为打开中国大门

的手段，以商品输出为

主；(2)国家：英、法为

首，俄、美随后

(1)侵略方式：政治：由

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到

实行“以华治华”；经

济：商品输出为主到资

本输出为主；(2)国家：

除英、法、美、俄外，德、

日、意加入，尤其是日

本想独霸中国

(1)侵略方式：主要从

“以华治华”到独霸中

国，主要国家是美、日；

(2)侵华主要格局先是

由列强共同支配，后由

日本独霸中国

(1)侵略方式：美国“扶

蒋反共”；(2)主要侵略

国家：美国

影响

(1)政治：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2)经济：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开始了

中国近代化进程；(3)思想：出现了向西

方学习的新思潮；(4)外交：清王朝被迫

开放

(1)政治：民族危机加深，推动了民主革

命运动的高涨；(2)经济：摧残中国民族

经济，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3)思想：维

新思想和民主共和思想对传统思想形

成巨大冲击，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

想的正统地位；(4)外交：反动政府成为

列强侵华工具

(1)政治：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促成

国共合作抗日；(2)经济：官僚资本发展；

民族工业发展日益萎缩；(3)思想文化：

日本推行奴化教育；毛泽东思想形成

(1)政治：美“扶蒋反共”，内战爆发；(2)经

济：美国的商品输出；官僚资本的恶性

膨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绝境

一、整理历史各个时代的阶段特征及影响（以中国近代史列强侵华为例）

二、注重知识间联系，如必修一、二、三和选修模块之间，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例1：科技对政治、经济、思想的推动作用

时期

14～16世纪

17～18世纪

18世纪中期～

19世纪中期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20世纪中后期

主要科技成就

天文学革命；

造船、航海技

术进步

牛顿经典力学

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

命(蒸汽机的发

明)

第二次工业革

命(电气技术的

应用)

第三次科技革

命(信息技术)

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新

航路开辟；世界市

场雏形开始形成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业时期；世界市场

进一步拓展

人类进入“蒸汽时

代”；机器大生产(中

小企业时代)；世界

市场基本形成

人类进入“电气时

代”；机器大生产(大

企业时代)；世界市

场最终形成

人类进入“信息时

代”；知识经济；经

济全球化发展迅速

政治

宗教改革

早期资产阶级

革命，资产阶

级代议制确立

资本主义制度

最终确立；1832

年议会改革

资产阶级代议

制 进 一 步 发

展；世界大战；

冷战

思想

文 艺 复

兴 、宗 教

改革

启蒙运动

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

义

例2：19世纪中后期及20世纪初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对比

中国

西方

经济

(1)19世纪中期，由于外国资

本主义经济的入侵，自然经

济开始解体，中国近代工业

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

产生；(2)19世纪末20世纪

初，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资

本输出，同时，中国的民族

资本有了初步发展

(1)19世纪中期，欧美各国通

过工业，工业资本主义得到

发展。世界市场基本形

成。(2)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

组织形成

政治

(1)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2)先进的中国

人先后发起太平天国运

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

命，掀起近代:反侵略、求

民主潮流

(1)资本主义代议制度进一

步发展和完善，如1832年

英国议会改革、法国共和

政体的确立及德国君主立

宪制的确立等；(2)列强加

紧对外殖民扩张：从以商

品输出为主到以资本输出

为主，瓜分世界

思想文化

中国思想界开始

向西方学习，从

“师夷长技”到维

新变法，从新文

化运动到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不

断掀起思想解放

的潮流

(1) 自由主义和

社会主义思潮；

(2)科学方面：物

理学和生物学取

得重大成就；两

次工业革命先后

兴起，科技发明

层出不穷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