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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都知道，
中考生物、地理两门学科的考试
（俗称“生地会考”）是在初二结束
时统一考试的。而即将到来的这
个学期，生物、地理两门学科的复
习备考可谓是最重要的任务。那
么，这两门学科都有哪些重点难
点？在复习备考中又要注意哪些
方面？我们邀请双清区昭陵中学
的优秀教师为广大考生支招。

今天，我们首先邀请昭陵中
学的杜柏龙老师为大家讲解生
物学科的复习备考策略。

杜柏龙表示，对于生物学科
的复习，学生们不应有畏难情
绪，从以下九个方面着力，不断
提升对生物学科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能力。

一、夯实基础
生物学科的基础包括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知识就是
常说的知识点，初中生物的知识
点多而散，没有系统性，因此学生
们必须对每个单元构建知识网
络，熟记知识点，切忌死记硬背，
要抓住关键词记忆。基本技能主
要是指实验能力，重点是科学探
究能力。学生们首先要掌握教材
中最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如显
微镜的使用、临时装片的制作
等。对于探究实验，学生们要学
会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对照
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数
据和实验现象、预测实验结果、得
出结论。特别要注意三个基本原
则：对照原则、单一变量原则、重
复使用原则。此类题型还考查了
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学生要学会从提干中找到关
键的语句和关键词，以防答非所
问和词不达意。

二、回归教材
纵观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有

时甚至是书本上的练习题，还有
些题目的提干来源于教材，如
2019年中考试题中，一个实验题
和一个问答题就是教材上的原始
内容。教材一直是我们教学的根
本，同学们切忌抛开教材，而过分
迷信和依赖各种复习资料。这也
就是大家常说的：功夫在课内、题
目在课外。

三、理解应用
现在的中考试题很难考察死

记硬背的内容。因此，只有学生们
对知识点进行理解才能应用，复习
时也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知识
点。如组织、器官的概念，只熟记
概念是没用的，要能区分组织和器
官等结构层次。根据教材我们知
道，器官是由多种组织构成的。判
断某一结构是否属于器官，最简单
的方法是看该结构中是否有血管
和神经，如果有则是器官。

四、关注生活
学生们要将生物知识与日

常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学以致
用，并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如
生活知识：有些水果要用保鲜袋
包装、晚上不能将盆栽植物放在
卧室里、花盆底下有孔；又如生产
常识：移栽植物要剪掉部分枝叶
并带土团、晚上揭开大棚；再如社
会热点：从武汉逐渐爆发到全国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

五、抓住重点
初中生物教材包含了八大

主题，每个主题的分值也不相
同。如动物类群中比较低等的
代表动物的形态结构，这部分内
容主要记住各代表动物的名称
和主要特征即可。从教材层面
来说，七年级部分占60％以上，
其中七年级上册大约占 35％。
重点内容主要是：植物的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人体的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神经系统；生态系统、遗传变异、
传染病等。

六、突破难点
初中生物教材中有几个难

点，如血液流经某个器官的成分

变化，我们知道体循环的主要功
能是运输养料和氧气给组织细
胞，同时运走二氧化碳等废物。
因此，一般来说，血液流经某器官
后，养料减少，二氧化碳等废物增
多，动脉血变成静脉血。但血液
流经某几个器官，血液成分的变
化就不一样了：流经小肠后养料
增多；流经肾脏后含氮废物减少；
流经肺后氧气增多、二氧化碳减
少；又如基因的显性和隐性的判
定：如果亲代是纯合体，子代表现
的性状就是显性性状。如果亲代
的性状相同，子代出现变异，则变
异的性状是隐性性状；还如光合
作用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吸收
二氧化碳制造有机物、释放氧气，
只有在有光的条件下进行。呼吸
作用消耗氧气分解有机物、释放
二氧化碳，有光无光都能进行。
当光合作用强于呼吸作用时，植
物积累的有机物增多，氧气会释
放出来，二氧化碳不能释放到外
界。如果呼吸作用强于光合作
用，植物体内的有机物会减少，
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光合作用产
生的氧气不能释放到外界等。
当然，单单依靠学生自己来突破
难点还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各
位初中生物老师将这些问题进
行专题解决、深入浅出、归纳总
结、各个击破。

七、适当拓展
初中生物与高中生物有一定

的对接，因此中考试题难度的加大
就需要对初中生物知识进行适当
的拓展。如前面提到的光合作用
和呼吸作用以及遗传变异的有关
知识。当然，初中教材中未涉及的
内容也不必刻意去补充和延伸。

八、学会识图
中考试题中有曲线图、柱形

图、概念图、流程图、结构图、示意
图等许多不同的图型。其中，学
生们往往感觉曲线图和柱状图是
最难的，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
吸作用的曲线图、人体呼吸过程
曲线图、血液成分变化的柱状图
等。其实，有些图形如果只看曲
线的变化是无法答题的，必须要
参考图形上的坐标点，如植物的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需要对照
坐标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因此在
复习时，学生要对不同的图形加
以专题训练。

九、加强精练
不少学生在复习时喜欢采

用题海战术，不停地“刷题”，但效
果却往往并不理想。原因就在
于，学生在“刷题”前，对于书本知
识的掌握还不透彻，没有理解，甚
至形成了惯性思维。而中考试题
中大多是原创题或进行变形。因
此要注意进行精练，有的放矢、抓
住重点、突破难点、巩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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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阳静） 疫情防
控期，“最长寒假”里的学生们
如何开展学习？我市给出的
答案是：充分利用好各种网络
教育资源平台，制定“网上教
学课程表”，通过学生的自学
和教师的网上指导，实现“停
课不停学”。

“妈妈，我刚学习了疫情
防控知识。现在请给我听写
学过的英语单词！”2月4日中
午，趁着中餐前的时间，邵东
市城区四中 340 班学生曾文
瑄向妈妈汇报学习情况。这
段时间，这位一直“宅”在家的
小姑娘在完成了寒假作业后，
已经开始通过“空中课堂”学
习平台“在线学习”。

和曾文瑄的“温故知新”
不太一样，邵东四中349班的
赵志成每天除了例行的做题

训练外，还会在任课老师的指
导下，花2-3个小时在电脑前

“追课”。今年将高中毕业的
他，认为“有些知识难点，必须
要听老师的讲解或演练，才能
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疫情发生后，针对中小学
延期开学、学生们需在家学习
的情况，邵东市教育局下发了

《邵东市中小学延期开学时段
开展网上教育教学服务实施
方案》，指导各校充分利用“互
联网+”模式，开展远程在线教
育教学活动。“孩子们传到群里
的寒假作业，我们的老师逐人
逐份批改。”邵东城区一完小副
校长刘琳说，该校100余名任
课教师通过在线批阅的方式，
对作业实行“日清周结”。

在洞口，多所中小学已开
设线上课堂，充分利用“好慕
课”、“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

师”等教育信息化平台和资
源，让学生们在家进行自主学
习。此外，部分学校还组织教
师采用多种在线方式辅导答
疑，为学生进行任务布置、作
业批改和线上答疑等多种渠
道的学习辅导。

“之前我是感到比较紧张

的，因为我们高考在即，但是现
在我们学校开展了‘听课不停
学’，老师给我们发了‘好慕
课’，我们可在线上学习，而且
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作息时间
表，我们的学习渐渐步入了正
轨。”洞口一中高三512班学生
刘小天说。

“空中课堂”实现“停课不停学”

2月4日，是邵东市流泽镇中心学校
报账员赵跃华儿子回广州上班的日子。
临出发时，赵跃华突然接到办公室电话，
刚下拨的一批防疫物资急需分发。放下
电话，赵跃华就马上往办公室赶。半路
上，才想起给儿子打个电话，交待他戴好
口罩，路上注意安全。“您去忙吧，我知道
您把工作看得最重。”儿子说。

1月14日，流泽镇各中小学校开始
放寒假，赵跃华主动承担中心学校的护
校工作。

“他经常抢着值班，为的是让家在外地
的同事，能在家多待两天。”流泽镇中心学校
党支部书记、校长曾卫平说，赵跃华值班期
间历来严格遵守值班要求，“上级有通知下
发了，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或传送。”

随着疫情的蔓延，流泽中心学校全

面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已值班多日
的赵跃华二话不说，主动承担起繁重的
信息采集工作。“我是防疫阻击战的一
颗螺丝钉，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赵跃华每天都及时了解、汇总所辖学校
的防控情况，再向教育局指挥部报送。

1月28日，听说中心学校即将组建
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赵跃华主动请
缨，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1月29日，在一次下校督查中，赵跃
华得知泉溪小学一位退休老师在武汉
工作的儿子已回邵过年。赵跃华和曾
卫平马上赶到该退休教师家里。在他
俩耐心规劝下，退休教师将儿子送到了
定点医院进行隔离观察，其他人则全部
在家居家隔离。“你们有什么生活需要，
就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

服务。”赵跃华还自掏腰包买来口罩、消
毒液等物品送到该教师家里。

在随后的摸查中，赵跃华又得知大塘
学校一教师家属不久前从武汉返回邵东，
于是立即驱车找该教师当面核实情况。看
到邵东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和X光片
等资料，证实返邵人员暂无异常后，赵跃华
将自己熟记的防控知识向这位教师反复作
了交待，并再三叮嘱他们在家隔离观察。

“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是践行初
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作为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要努力做好组织
发动、宣传教育、服务师生等本职工作，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我相信：
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大家的众志成
城，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2月3日，赵跃华在日记中写道。

赵跃华：用实际行动展现“积极分子”风采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刘代德 王建云

尽管目前仍然处于疫情防控期，今
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仍未确定，但不可
否认的是，新学期也是即将到来。那么，
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学生们该如何准备，
才能为新学期打造一个完美的开局呢？
近日来，记者先后采访了大祥区西直街
小学、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的部分老师，
并综合他们的建议，为学生们整理出了
一份“开学准备清单”，希望能够对学生
们，特别是低年级学生们的新学期开学
有所帮助。

一、调整作息规律
这个寒假，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从春

节前一直“宅”到现在，不论大人还是孩
子，作息时间都很不规律。因此，在假期
后半段，家长要重新建立家庭环境，制定
作息时间，每天按时起床睡觉，按时就
餐，把“生物钟”调整到上学期间的状态。

二、加强体质锻炼
抵抗病毒的感染，没有强健的体魄

是万万不行的。尽管目前学生们大多数
时间都在家里休息，但锻炼也万万不可
少。如在阳台楼道做个操，做做仰卧起
坐、平板支撑，原地高抬腿跑等，有条件
的学生还可以在院子里、空地上做一些
简单的球类运动。

三、隔离电子产品
不少人看来，“宅”在家里，手机才是

最好的“伴侣”。一些家长甚至捧着手机
从早到晚，孩子也是“有样学样”。但是
在假期后半段，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
应该渐渐远离电子产品，回到减少使用
电子产品的环境中来。从父母远离电子
产品开始，做好孩子的榜样，陪伴孩子学
习、游戏，带着孩子做一些家务，让孩子
的注意力从电子产品上转移开。

四、制定学习计划
教育部门已经下发通知延长了假期，

而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做完寒假作业的学
生要尽快完成寒假作业，做完作业的学
生，则可以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如上一学
期知识的复习计划、新学期课程的预习以
及阅读计划，逐步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

五、开展心理疏导
即将度过“最长寒假”，面对新学期，

每名学生的心理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
期待新学期的开始，有的讨厌开学，有的
担心自己下学期的学习……作为家长，要
帮助他们调整好心态，迎接下学期的学
习。家长平时要多和孩子交流，睡前的聊
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要多鼓励孩
子，给予孩子信心，询问孩子是否有对新
学期的焦虑，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让
孩子开心、自信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为新学期打造完美开局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易慧茗 谢珍梅 夏琼

▲学生们在家通过网络教育资源平台开展学习。

近日，邵东市教育局团工委发起

了“抗战疫情、‘疫’路‘童’行”线上活

动，全市8万余名少先队员通过书法、

写信、手抄报、顺口溜、录视频等不同

方式，为抗击疫情加油助威，充分彰显

了少先队员敢于担当、立志奉献的精

神风貌。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王建云 赵志明 曾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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