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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期末生物复习计划 5 篇 

 

 

  高二期末生物复习计划 5 篇(一) 

 

  1、时间分配，就是把复习时间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并针对不同

阶段的特点确定复习任务，做到胸有成竹，有条不紊; 

 

  2、有所侧重，就是时间不能平均，必须向重点章节倾斜，如新

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等章节; 

 

  3、教学分层，结合学生不同层次的实际情况，讲解时要有所区

别，既要培优又要辅差，使每个学生有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进步; 

 

  内容和时间按排： 

 

  本学科由于内容多课时紧，大约期中考试后一周才能结束新课，

小高考的复习工作从第 13 周开始。由于必修三刚刚学完，我们想趁

热打铁先复习必修三，然后再复习高一学习的必修一和必修二。现将

时间和内容安排计划如下： 

 

  一轮复习(11月 26日——xx年 1月 26日)：共九周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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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复习。 

 

  必修三：共安排 10课时(需两周时间) 

 

  必修一：共安排 14课时(需三周时间) 

 

  必修二：共安排 13课时(需三周时间) 

 

  注：1、以上的时间安排是以期中考试后课务调整为四课时的标

准制定的。2、一轮复习以课本基础为主，吃透教材，夯实基础，落

实好每个知识点，对生物概念、原理的理解及语言表述要准确规范。

3、上课模式：先安排学生预习，自主完成过关冲刺上的相关练习，

教师根据批阅情况进行有目的的讲解和强调。 

 

  二轮复习(2 月 18 日——3 月 10 日)：共三周时间，进行综合复

习和模拟训练。 

 

  强化解题的方法和规范性，注重表达能力的培养。教学中，要教

给学生解题方法：审题时，看准关键词语，找到解题的突破口，重视

题干中的指向性条件;分析时，要突破思维定势，利用逆向思维和发

散思维，落实好与题目契合的知识点及其相互联系，要分析命题意图，

明确要考查的知识点;组织答案时，要特别注意答案的科学性、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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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逻辑性、创新性，正确使用生物学专业术语，全面考虑，答全要

点，行文要简洁流畅。要规范训练和提高解答选择题的准确性，做到

一次性不失误或少失误;训练学生解答简答题时，除加强解法指导、

重视解题思路分析外，要注重表达能力的培养。 

 

  三轮复习(3 月 11 日——3 月 15 日)：自主复习，查漏补缺 

 

  有效指导学生四查：一查基础知识(抓教材，加强对基本概念、

原理、规律、方法等基础知识通读、记忆);二查实际应用(抓错题反

思和强化);三查实验、研究性学习和热点(抓新情景资料);四查解题

技巧(抓模拟训练)。 

 

  具体措施： 

 

  1、建立知识网络、确立教学专题 

 

  在教学中要根据每个章节建立简明的知识网络，然后按照学业水

平测试考试题型划分专题，如：单项选择题，计算题，材料信息题，

实验分析设计题，曲线、图表分析题等。在进行这些专题复习时，可

以将历届小高考题按以上专题进行归类、分析和研究，找出其特点和

规律，然后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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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好模拟练习题、训练学生解题能力 

 

  (1)、选练习题时，不要不加选择地盲目使用外来资料和试题 

 

  避免重复和难题偏题的误导，选用正规的资料和历届学业水平考

试题就完全足够了。在模拟练习中可使复习过的内容进一步强化，重

点与难点又一遍巩固，未讲到的或讲得不透的内容，可以通过综合练

习使之得到弥补。而每做一份综合练习，不仅学生要全力以赴，老师

也应该以学考的要求严格批阅和分析。要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的解题

能力，如客观题在速度和正确率方面的强化训练，主观题要加强完整

性和科学性表述的强化。 

 

  (2)、在练习中要注意避免难题过多、起点过高。 

 

  (3)、做练习题要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做一题要懂一题而且要会一类，通过做题掌握知识、提高能力、

增强信心、找出差距。做题过程中，重要是弄清楚各类题目的解题思

路，掌握基本的解题方法。 

 

  3、认真备课、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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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在每堂课都要有明确的目的，由于课堂复习容量的增大，要

在重点问题多花时间，集中精力解决学生困惑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

环节，少做无用功;既不能满堂灌也不能大撒手每堂课都要认真研究

学生的实际情况，精讲精练，同时要发挥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多参

与解题活动和教学过程，启迪思维，点拨要害。教师一定要把课本和

资料认真地分析比较和联系归纳，这样才能清楚地启发学生。 

 

  4、做好学生的学习指导工作 

 

  (1)、加强学法指导：指导学生除掌握专题知识外，还应该静下

心来把生物课本梳理一遍，加强和巩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掌握，并及

时解决有疑问的知识点，有问题不能拖。 

 

  (2)、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每次模拟考试：模拟测试的成绩在一定

限度上对复习起一个指导作用，分数不管高低，都要认真总结一下，

分析一下这阶段的复习有什么不足，在哪些知识点上还有漏洞。 

 

  (3)、树立明确的目标：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比较高

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实现增添动力。 

 

  (4)、引导学生制定复习计划。学生要结合教师的计划指定自己

的学习计划，基础好的同学，多做一些综合能力较强的题目，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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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应变能力，争取过 A;基础较薄弱的同学，以基础知识点的复

习为主，保证过。 

 

  (5)、做好心理辅导：由于高二年级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学生

时常会出现一些心理或思想方面的问题，教师要及时进行疏导，以免

影响学习效果。 

 

  总之，综合复习是全程复习中最关键的一环节，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只有教师科学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才

可能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指标。 

 

  高二期末生物复习计划 5 篇(二) 

 

  一.认真解读课本内容，明确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 

 

  本模块的内容包括基因工程、克隆技术、胚胎工程、生物技术的

安全性和伦理问题、生态工程五部分。基因工程是生物工程的重要领

域，是当前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且基因工程还可以和其他

技术组合运用，达到定向改造生物、培育生物新品种的目的，因此可

与胚胎工程、克隆技术等内容结合，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生物工程技术

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细胞工程涉及植物细胞的全能性、植物组

织培养、植物体细胞杂交、动物细胞培养、细胞核移植技术、动物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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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融合、单克隆抗体等技术手段，常见以工农业生产和医学实践的应

用及科技发展为情境，以专题内知识的综合考查为主。胚胎工程的内

容是新课程开始首次编入选修教材的内容，其又是生物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科技竞争的热点之一，本专题最有

可能考查的内容。生物技术手段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和生态工程从目

前情况来看，主要是结合到生物工程的内容中考查。也不可忽视。 

 

  指导思想：1)以专题方式呈现，各专题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与渗透

关系; 

 

  2)知识性目标以了解水平为主，让学生记住关键词; 

 

  3)较多地采用图解式的技术流程。 

 

  二.制定周密的复习计划，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 

 

  对于选修三的复习，一轮复习重在抓基础，构建知识网络;二轮

复习时将各专题整合，建立联系相互渗透。计划如下： 

 

  1、一轮复习：以专题划分五大知识块：基因工程、细胞工程、

胚胎工程、安全与伦理、生态工程，具体复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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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6、3 专题二细胞工程章末复习练习(一)、(二)、(三)、

(四)。在讲题中串讲知识 

 

  6、4、6、9—6、14 专题三胚胎工程章末复习练习(一)、(二)、

(三)、(四)。在讲题中串讲知识 

 

  6、15—6、20.6、23、6、24 专题四安全与伦理章末复习练习(一)、

(二)。专题五生态工程章末复习练习(一)、(二)。在讲题中串讲知识 

 

  复习方法：以各种生物工程技术的过程为主线，以关键词为要点，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为宗旨。下面以细胞工程为例，具体说说复习的过

程。 

 

  1)动物细胞工程，包括动物细胞培养、核移植技术(克隆)、动物

细胞融合与单克隆抗体。 

 

  动物组织块 

 

  剪碎 

 

  胰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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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悬液 

 

  原代培养 

 

  传代培养 

 

  CO2培养箱 

 

  动物细胞培养 

 

  体细胞核 

 

  诱导融合 

 

  重组细胞 

 

  刺激 

 

  重组胚胎 

 

  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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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 

 

  克隆幼体 

 

  核移植(克隆)技术 

 

  去核卵细胞 

 

  单克隆抗体 

 

  特定抗原免疫小鼠 

 

  培养骨髓瘤细胞 

 

  提取 

 

  B淋巴细胞 

 

  骨髓瘤细胞 

 

  诱导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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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杂交细胞 

 

  培养 

 

  筛选 

 

  杂交瘤细胞 

 

  检验阳性 

 

  产生专一抗体杂交瘤细胞 

 

  克隆 

 

  检验阳性 

 

  分离 

 

  体外大量培养或注入小鼠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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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细胞融合制备单克隆抗体 

 

  上述过程设计的关键词包括：动物细胞培养，细胞悬液，贴壁生

长，接触抑制，原代培养，传代培养，细胞株，细胞系，核型变化，

细胞不死性，动物细胞核的全能性，核移植(胚胎细胞核移植、体细

胞核移植)，克隆，去核卵细胞，显微操作去核，胚胎干细胞，动物

细胞融合(细胞杂交)，灭活病毒，杂交瘤技术，单克隆抗体，选择培

养，检验阳性，体外培养等等。 

 

  高二期末生物复习计划 5 篇(三) 

 

   

一、科学安排复习计划，做到心中有数， 

 

  由于寒假没有补课，下学期初我也没有参加周六的补课，所以去

年我的进度比其他的学校慢，新授课我在 5 月 21 日才结束，剩下来

的复习时间就只有一个月，如何用好这一个月，怎样开展复习工作呢?

下面是我校会考复习的安排： 

 

  第一阶段：根据会考大纲要求进行第 

一、 

二、三单元的复习和题例分析。(共安排大约 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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