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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考全国卷Ⅰ生物试题总体给人感觉不难，多
考查基础，但个别题有一定难度，可以说是难易分明。高中
阶段生物学科分必修和选修，其中必修三本书、选修两本书

（高考对应每本选修各出一题，每题 15 分，考生二选一作
答），满分90分，答题时间建议一般不超过40分钟。

2019年生物试题分析：
选择题共 6 题，每题 6 分，其中 1、3 两题考查必修 1 知

识，2、5两题考查必修2知识，4、6两题考查必修3知识，知
识点分布是相当平均。第 1 题考“细胞凋亡”这一核心概
念，其中 A、B、C、D 四个选项都是教材举的实例（必修 1，
P123、124），考生只要对教材熟悉，得分较易。第 2 题考
情景下的实验，但此实验在必修 2 教材（必修 2，P75）上
有，只不过是一个选学部分，相对比较冷门，考生如果对教
材熟悉，得分较易。第 3 题考的实验原型最早源于小学 7
年级课本，考生真正需要判断的是花盆中的植物增重部分
来自土壤还是空气？只要知道光合作用的过程，选对没难
度。第4题考动物生理部分肾上腺素的作用，考生只要知
道肾上腺素是一种“紧张激素”，紧张的时候心跳肯定加
快，就能选出正确答案。当然，教科书上有原话，不过是出
现在课后习题部分。第 5 题考遗传学，是个常规计算题，
考生需要明确的附加信息为花粉是雄配子，此题属于遗传
学中的中等难度题，得分教易。第 6 题考种群增长的实
验，较难，A、B 项没有难度，难度体现在 C 选项中的“空间
条件也充裕”这句话，这个结论的得出只能根据曲线来判
断，而 J 型增长的曲线只是类似于“J”字母，因此，如果没

有更多的条件假设，这个结论的得出有一定的不严谨性，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同行教师对这题都表示了一定的质
疑。此外，D 选项中的“不会出现 J 型增长阶段”这个结论
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阶段”是指多长？并没有明确的标
准，虽然图中有一段曲线是重叠的，但并不严谨。综上所
述，选择题前五题较简单，对考 211 和 985 的学生来说区
分度小，而最后一题显然又太难，答对有一定的偶然性。

填空题共五大题，知识点分布平均，题型常规。第 29
题考必修 1 的光合呼吸，属于经典“必考”题型，前两问都
简单，难度体现在第三问的实验设计，此题题干中明确以

“ABA 缺失突变体”为实验材料设计实验，但是一部分考
生审题不清，实验设计中掺杂有正常植株作实验材料。实
验设计从 2017 年全国高考开始难度陡然提升，基本都是
给出一个探究或验证的课题，让考生写出实验思路、实验
步骤及预期结果。这不仅考查学生知识储备、逻辑思维、
实验严谨性科学性等具有自然学科科学属性的生物科学
核心素养，也考查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难度极大。这种
实验设计的考题形式应该是以后生物高考的常态。第 30
题、31 题分别考查动物生理和生态学知识，难度较小，其
中大部分答案都出自教材原话，考生较易得分。值得一提
的是有一空答案给出是“种群密度”，而一部分考生答“出
生率下降”，其实这种答法完全合理，只是不够完美。一方
面原因是题目的指向性不是特别明确，其次是考生还没掌
握足够的答题技巧，既然影响性别比例，当然是先导致出
生率下降，然后才是数量减少。对于这种平行递进的表

述，一般笔者都是要求学生以括号的形式补充进去，这样
不管答案怎么给，都不会吃亏。当然，最终的答案以评分
细则为准。第 32 题考遗传学，也是一道经典“必考”题
型。相对于往年，这题难度属于中等，遗传的情景条件题
干交代得很清楚，剩下的基本就是常规的计算。相对于有
些年份的高考给出遗传实验结果从而让考生反推出相关
条件的题型，要简单一些。第 37、38 两道选修题都简单，
特别是选修3的38题，较2018年难度直线下降，这也许是
受 2018 年选修 3 较难所影响，此题满分应该较多，没有区
分度。其中有一空答案给出是“cDNA 文库”而考生纠结

“部分基因文库”能不能得分，显然是可以得分的，因为这
是教材原话。

近些年国家对高考的评价体系要求是要做到“一核四
层四翼”，即要确立“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的核心

（为什么考），同时明确“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
心价值”的四层教学目标（考什么）以及体现“基础性、综合
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考查要求（怎么考）。笔者认为，生物
学科属于自然学科，知识有一定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内在
规律和联系，学好生物不是简单的背背背，即使对知识的熟
记是学好任何一门学科的前提，但单纯背书是学不好任何
学科的。与其费尽心思去研究考试方向、考试动态、每年考
试难易程度，不如踏踏实实理论系统地扎实基础，科学刻苦
训练，唯有这样，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万变不离
其宗，只有充实自身，才能在瞬息万变的高考中立于不败之
地。最后，祝广大芜湖考生都能取得理想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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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理综化学试题在试卷结构、题型上没有明显变
化，全卷必考部分涵盖必修模块“必修1”、“必修2”和“选修
4-化学反应原理”等内容，选考从“选修 3-物质结构与性
质”、“选修5-有机化学基础”中二选一。细化各模块的分
值分布相对均衡合理，能全面考察学生高中化学的综合学
习情况，全面落实了“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的要
求。坚持以能力测试为主导，在考查考生双基的同时，精选
试题情境，呈现真实问题，注重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
力的考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考查考生的基本科学素
养，没有偏题、怪题，无过多冗长的文字表述，答案比较准
确。试题知识覆盖面较广、思维容量较大、总体难度较去年
有所上升、区分度良好，学生反映“不大好做，得高分难”。

总之，2019 年的全国高考Ⅰ卷理综化学试题的命制
是成功的，稳中求变，难度合理，立足基础，注重能力，既有
利于高校选拔新生，又对今后的中学化学教学起到良好的
导向作用，彰显了教育改革的鲜明导向。

一、试卷结构
1、化学试题分值 100分，其中Ⅰ卷选择题 7～13 题共

计42分，Ⅱ卷填空题26、27、28、35、36题共计58分
2、试题知识的分布和难易情况大致如下：（见图表）

二、具体分析：
1、选择题部分：7 道选择题注重主干知识、基础知识

的考查，内容主要涉及元素与化合物知识、有机化学知识、
电解质溶液知识、电化学知识、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
知识、化学实验等，其中有 2 个选择题涉及到与有机知识
相关的内容。与往年试题相比更加贴近有机化学教学的
主干内容，对有机化学知识的考查力度有所加大，但题型
相对稳定。同时也精选了问题情境，如选择题第 7题选取
我国古代的陶瓷制造、物质鉴别等古代化学技术方面的成
果，既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又考查了常见化合物的
性质。又如选择题第 13 题以新型反应中间体为素材背
景，结合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考查了新型反应中间
体中元素及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2、非选择题部分：四道大题，题型稳定，通过精编试
题，精心设置问题，在考查必备知识和综合素质的同时，测
评关键能力。具体来说：26 题以硼镁矿为原料生产硼酸
和轻质氧化镁的工艺流程为背景全面考查了元素化合物
知识和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综合性较强，难度中等。27
题以硫酸铁铵晶体制备的实验为背景，考查了一系列的实
验操作问题和相关计算，难度不大，十分贴近实验教学，学
生容易得分。28 题以水煤气变换为背景，全面考查了化
学反应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反应历程和机理的判断，推测
温度对反应速率和平衡变化的影响以及相关计算，虽然题
型不变，但信息量大，图形图像多，要求学生对信息的加工
获取能力要强，难度较大，学生丢分较多。35 题是选修三
物质结构与性质的综合题，考查了电离能、杂化轨道、配位
键、离子晶体和分子晶体的熔点比较和晶体结构的计算问
题。由于引入了我国科学家在顶级刊物Nature上发表的
文章为情境，使得晶体计算问题较为新颖，难度加大，学生
在短时间内很难理解截图并计算，估计丢分较多。36 题
是选修五有机化学基础题，以有机药物合成流程为背景，
考查了官能团名称、手性碳、同分异构体、反应条件、反应
类型、反应方程式以及合成路线。由于流程简单易懂，问
题设置难度不大，所以有机题易得分。相比选三，选五得
分会高不少也节省时间。再次证明放弃有机化学只搞选
三是不明智的，在高三重视并加强有机化学复习是非常迫
切的！

三、对今后教学的建议

1、注重双基的教学
学科的主干知识是重点考查的内容，如物质的组成、

性质、氧化还原反应、元素知识、基本实验等。分析近几年
的高考试题可以看出，试题设计来源于课本，但又不惟课
本，只有夯实基础才能很好地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因此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
对概念和理论学习要准确把握内涵和外延，提高正确运用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能力。

2、注重思维能力的提升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也是思维产生的原动力，思维的

创新性、广阔性、深刻性等决定解题能力的强弱。因此在
平时的教学中，注重探究性教学的开展，引导培养学生观
察、比较、分析、归纳等能力。培养学生面对化学问题养成
认真审题的习惯，搜寻题干重要的信息点并标识出来，特
别要根据题目要求回答问题。培养学生数据分析归纳能
力，突出获得图、表信息的方法，强化宏观与微观的联系，
理顺数据与物质化学性质的对应关系。

3、注重实验教学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中心学科，实验是化学教

学的灵魂,是化学教学的重要手段,化学科学的形成和发
展都离不开实验。实验教学能为学生正确认识事物及其
规律提供生动、直观、形象的感性材料,通过实验教学,能
促进学生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和提高实验技能,实验中能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正是化
学实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意义，在高考试卷中实验的考查占
有不小的比例，我们在平时教学中，要重视实验技能的训
练和探究意识的培养。

4、注重知识的积累
高中化学要掌握的知识点特别多，能力要求又特别

高，要想学好学透，必须下苦功夫，没有捷径。方法是不断
积累，不仅正面学习时要积累，而且要对在各种考试训练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进行反思总结整理，不是简单地把
错题贴在笔记本上，也不是把题抄在笔记本上，而是要分
析出原来是怎么错的，现在应该怎么做，得到的经验教训
是什么，整理出一个问题点进行积累，以便经常复习，确保
以后不再犯错。只有这样才能记得牢并灵活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