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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生物学试题评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2 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生物学试题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试题设计

保持稳中有进，依据《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学业质量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立足学

科特征，强化素养导向，注重大概念，聚焦关键能力，服务“双

减”政策实施，助力基础教育提质增效。

一、强化价值引领，促进全面发展

学考生物学试题紧密结合学科内容，精心选择农业生产、

生物多样性保护、劳动教育、体育锻炼、健康生活等情境素材，

强化价值引领作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学生感

受到作为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和时代使命。

（一）德育铸魂，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培养责任担当意识。

一是农业入题。生物学学考立足学科基本知识，将传统育

种、分子育种、光合作用与大田种植等情境引入试题。引导学

生认识种质资源保护、选育、生产、更新、推广对保障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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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二是生态入题，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生

态文明理念。试卷 24 题以入选“2021 年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十

大事件”的云南亚洲象群北迁南归的热点事件为情境，以“形

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感”为命题立意，引导学生关注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形成生态意识，参与环境保护实践；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理念，侧重对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中“社会责任”的考查。

（二）体育强身，传达健康生活理念，倡导积极运动锻炼。

学考生物学试题注重渗透体育健康意识，致力推动青年学

生科学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鼓励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试题情境贴近学

生的现实生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注重实践探究考查。

试卷第 2 题以无机盐的生理作用知识为基础，说明补充淡盐水

有利于维持体内体液水平。试卷第 9 题以胃酸分泌过程的情境

入题，说明胃酸分泌过多对胃溃疡的影响。以上试题以“珍爱

生命、关注人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立意，引导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的意识。

二、以“标”为标，强化考教衔接

坚持对标《课程标准》，据标出题，依标施考。试卷在“创

新试题形式，强化情境设计，增加试题综合性、开放性、应用

性、探究性”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严格依据《课程

标准》的内容和深度要求，深化试题基础性，但杜绝偏题、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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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导教学回归课堂，不断加强考试与教学的育人合力，服

务“双减”政策落地。

（一）延展考查维度，强调概念理解。

加强基本概念的考查，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基本概念的重要

性，进而注重基本概念的学习和理解，引导回归教材，回归课

堂教学和把握学科基础，切勿盲目刷题。第 24 题以亚洲象群北

迁南归入题，考查种群概念，生物进化基本单位，物种的形成

过程和基因库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

解程度。

（二）重构设问方式，注重思维深度。

注重思维深度的考查，创新试题设问方式，转变问题切入

点，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考查学生的思维深度和灵

活程度，转变以往根据实验设计推测实验结果或得出实验结论

的常规形式。第 26 题通过比较强、弱光环境下生长的高粱叶片

光合速率实验的结果，要求给出提高高粱产量的种植建议；第

28 题拟通过降解野生型水稻 IPA1 基因的 mRNA 实现水稻高产，

但未成功，问考生该实验失败的原因，逆向考查学生分析能力

的能力。

（三）拓宽情境来源，体现素养导向。

学考生物学不断探索试题情境创设的方式方法，拓宽情境

来源，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提高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

的能力。第 11 题，细胞周期同步化可更好地获得同一分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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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在科学实验中可通过 DNA 合成抑制剂的添加来实现，

通过这一情境的引入要求学生据此分析添加抑制剂后细胞增殖

时会被阻止在哪一时期，旨在考查学生对细胞周期不同时期中

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的理解。

三、聚焦关键能力，发挥积极导向

学考生物学试题立足学科基础知识，突出学科特质，重点

考查学生理解能力和实验探究能力，注重和关注考查学生解决

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发挥学考促进素质教育的积极导向作用。

（一）丰富信息载体，考查理解能力。

利用多种形式呈现信息、设置问题，考查学生对图表信息

读取以及转化的能力，引导学生注重培养在情境中敏锐捕获关

键信息的能力。第 8 题根据温度对两种酶活性的影响曲线，要

求学生判断识别不同温度下酶活性情况。第 16 题要求学生理解

碱基互补配对原则，识别图中正确的碱基配对方式。这些旨在

考查学生能用图表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内涵的能力。

（二）彰显学科特质，考查实验探究能力。

加强实验探究是课标提出的明确要求，试卷从形式、角度

等多个维度进行探索实践，涵盖基本实验、提出问题、实验设

计等多个方面，有助于引导学生注重实验探究能力的培养，紧

密联系实验实践与概念学习，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兴趣。第 14

题以质壁分离和复原为情境，是课标要求的基础实验，考查学

生判断选择实验材料的能力，对于在学校动手做过实验，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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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的学生来说，这种选择没有任何困难，但没有开设学

生分组实验的学校，学生不一定能正确选择。通过这类试题也

引导学校不断加强和完善生物学实验教学，真正开设课标要求

的所有实验课。第 17 题以 DNA 半保留复制的实验为情境，考查

学生分析评价实验的能力，学生理解 DNA 半保留复制，正确分

析复制后 DNA 两条链中所含 15N 和 14N 的情况，才能判断所获

DNA 在试管中的位置。

（三）突出学以致用，考查应用能力。

立足学科特征，结合生产生活实践考查应用能力，体现学

以致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成以考促学的目的。第 10 题以

我国重要粮食作物水稻为材料，理解有氧呼吸在水稻种子萌发

中的意义，考查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应用能

力。第 26 题以高粱生长为素材，探究不同光照环境对叶片细胞

内部结构和光合速率的影响，考查学生从情境获取信息能力，

分析其中基本规律，指导具体实践，突出理论与实践并重，强

调科学种植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重要性。

（四）鼓励开拓创新，尝试创新能力的考查。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对创新能力的考查要求不高，但做一

些有益的尝试也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创新设问方式等途径考查

学生的创新能力。第 28 题通过“有人尝试某种方式来实现水稻

高产，但未成功”为设问切入口，以一种现实情况中的失败实

例为引导，要求学生在新情境中结合试题给出的信息分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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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