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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说课”相比，说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教研理念，从

建构主义角度看，说题就是教师研究题目，将解题思路、方法、

过程以及解题后的反思等活动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 [1] 。笔者

在众多“说高考题”案例中归纳统计发现，“说高考选做题”

的实例很少，这可能与选做题的要求、教材的选学、学生选

择空间比较大等因素有关。现以 2015 年全国课标 I 卷理综生

物试题 40 题（选作题）为例，谈谈说题的新角度——“说高

考选做题”的思路，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说高考题”。

因生物选修 3 模块（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以专题的形式

介绍了现代生物科学和技术中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热点、发

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2]，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说高

考选做题”的选题背景比较容易切入，可以是与生物学科紧

密联系的社会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等。就本案例而言，选题

来自一则令医学界和科学界震惊的新闻。“2018 年 11 月 26 日，

来自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

编辑婴儿于 11 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

因被编辑，她们出生后即能抵抗艾滋病。”这则新闻中涉及生

物技术的伦理道德、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以及相关基因

操作技术等都分布在人教版高中生物选修 3 模块的相关章节

里，可以预见，这则新闻今后将衍生出许多有关选修 3 的情

境素材，对今后的高考题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值得关注。所以，

教师可以选择与新闻中提到的疾病——艾滋病有关的高考题

做分析样本，使“说题”内容范围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原题再现】

(2015·全国卷Ⅰ .40 )（15 分）HIV 属于逆转录病毒，是

艾滋病的病原体。回答下列问题：

(1) 用基因工程方法制备 HIV 的某蛋白 ( 目的蛋白 ) 时，

可 先 提 取 HIV 中 的 ______________， 以 其 作 为 模 板， 在

__________的作用下合成_________，获取该目的蛋白的基因，

构建重组表达载体，随后导入受体细胞。

(2) 从受体细胞中分离纯化出目的蛋白，该蛋白作为抗原

注入机体后，刺激机体产生的可与此蛋白结合的相应分泌蛋

白是 ____________。该分泌蛋白可用于检测受试者血清中的

HIV，检测的原理是 ___________。 

(3) 已知某种菌导致的肺炎在健康人群中罕见，但是在艾

滋病患者中却多发。引起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HIV 主要感

染和破坏了患者的部分 ____________ 细胞，降低了患者免疫

系统的防卫功能。 

(4) 人的免疫系统有 ____________ 癌细胞的功能，艾滋

病患者由于免疫功能缺陷，易发生恶性肿瘤。 

【命题立意】

通过对该题的阅读与分析，不难发现：本题以艾滋病病

毒标志性抗体的制备为情景，考查基因工程和免疫的相关知

识，要求学生运用免疫学原理和方法结合基因工程的基本操

作步骤分析实际问题，掌握基因工程各操作步骤中需要注意

的细节问题；识记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功能，能结合所学知识

准确答题，评价学生对选修教材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从题目难度分析，本题属于较易题。 

本题主要考查的核心素养是科学思维、生命观念和社会

责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角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核心素养 素养角度 具体表现

科学思维 建立模型
  (1)(2) 题中通过HIV 的逆转录过程和抗
体的特异性，建立获取HIV 抗体的思路

生命观念
  结构与
功能观

  (3) 题中免疫系统受损导致免疫功能降低

社会责任
  健康生
活、关爱
生命

  了解艾滋病的病因、危害及防治方法，
关爱艾滋病病人

【考点分析】

该题涉及的考点是关注艾滋病的流行与预防，这部分内

容在考纲中要求掌握的程度为 I 级。

【解题过程】

【答案】（1）RNA  逆转录酶  cDNA（或 DNA）；（2）

抗体  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3）T（或 T 淋巴）；（4）监控

和清除。

【解析】 

（1）HIV 属于逆转录病毒，它的遗传物质是 RNA，在

以情景为依托   串联生物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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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种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研氛围的教研活动应运而生。说题是一种

有别于“说课”“片段教学”等方式的教学理念。目前大多数高中说题活动中，比较常见的是“说高考题”。研究说题案例，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生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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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录酶的作用下可以逆转录为 cDNA，用于构建基因表达

载体，从而制备 HIV 的某蛋白。

（2）HIV 的某蛋白作为抗原进入机体后，能刺激人体产

生针对该抗原的一种特殊的分泌蛋白——抗体；可用该抗体

进行抗原—抗体杂交检测血清中是否含有 HIV。

（3）HIV 病毒营寄生生活，寄生在 T 淋巴细胞内，T 细

胞参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因此少了 T 细胞，特异性免疫

几乎全部丧失，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功能。

（4）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防卫、监控和清除的功能，可

及时清除体内产生的癌细胞，艾滋病患者的整个免疫功能缺

陷，机体会发生一系列顽固性机会感染和肿瘤的发生。

【典型错误】如表 2 所示
表 2

题号 错答情况 错答原因 解决问题的策略

(1) 第一空 误答“遗传物质”
  不准确作答，
含糊、笼统   充分利用教材，

让学生熟记课本的
核心概念和基本原
理、观点、结论，
注重语言描述的规
范性、准确性，养
成用术语答题的好
习惯

(2) 第一空 误答“浆细胞”
  审题不清，错
答成产生抗体的
细胞 

(4)
  误答防卫、监
控和清除

  审题不清，分
析题干不够准
确。归纳不准确，
多答错答

【规律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以科技热

点情景为依托，结合生物学科知识，体现知识的实用性。知

识融于情景才有活力，现代生物技术与人们的生活、医疗息

息相关，试题往往投射“某种技术进展、成果”情景，考查

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理解能力。对这部分内容，

教师可从情景类比、情景变换、情景融合等角度激发学生的

复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反思感悟】通过参考近五年的全国新课标 I 卷理综生

物选做题，笔者发现考查的内容均源于课本选修 3：首先相对

考查频率较高的是基因工程模块，其次是细胞工程模块和胚

胎工程模块。全国卷选做题试题的命题思路较为灵活，与必

修内容紧密结合。总的来看，高考全国卷理综生物试卷一般

会体现以下两个特点。

（1）从材料角度看：试卷所选材料以新情景为主，不回

避学科前沿动态。

（2）从内容角度看：试题考查不重结果重过程，不重得

到重得法，不重体系重技能。核心考点连年考查，适当兼顾

知识的覆盖面。

【备考策略】

一轮复习时教师要突出核心考点，尽量降低难度，课堂

注重提高趣味性，兼顾实用性、指导性、时效性和新颖性，

做到讲知识和讲方法双管齐下。

结		语

以上是本案例“说高考选做题”的说题一般流程，“说高

考试题”的整个过程，能让说题者和听题者正确把握高考试

题的概念、特征、功能、构成要素，系统地掌握命题的知识

系统，从而提升教师的试题命制能力、试题质量鉴赏能力、

试题高效讲评能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因此，“说高考

选做题”教研实践效果显著，不久的将来，若“说高考选做题”

能够充分结合高考试题分析数据，相信对高考复习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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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更新和优化教学模式，

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出发，让学生更生动形象地理解教学内容。

近年来，翻转课堂受到了很多教师的关注和重视。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为学生构建生动的教学课堂，能提高学生的历史

学习能力，最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在多样化教学模

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翻转课堂模式的尝试与思考
王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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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中教学中，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学科。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对教学模式进行更新和升级，通过多样化

教学形式的创建，让学生在学习上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保证学生学习的价值和意义。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合

理地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升华教学思想，制订出适应学生发展和成长的教学空间。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高中历史教学中运

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具体策略，希望为高中历史教师提供相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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