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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理念下高中生物命题策略探究
杨新兵

（咸宁高级中学，湖北 咸宁 437000）

摘要：立足核心素养的视角，教育部要求现代教育应当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积极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有效地改

变过去知识唯一的教育模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教师要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整合生物教学资源，灵活

命制高中生物题，让学生在生物学习中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开拓生物视野，助益学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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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制试题是高中教师的一项必备技能，在核心素养理念下，

高中生物试题命制应该具备整体性、开放性，命题要考查学生理

性思维和科学探究意识，鼓励学生大胆假设，材料的选取一方面

要贴近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要保证新颖度，选取最前沿的科学报导。

一、设置命题程序，规范命题思维逻辑

教师在命制高中试题时，应该遵循命题程序，首先进行定位

规划。不同学校学生的学习程度不同，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定位试题难度，然后参照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要求制定试题内

容。月考试题应该注重对阶段性知识的考察，高三复习时的考试

试题应该将考纲全覆盖。制定考试内容时，还应该结合之前的考

试试题，尽量在不同的试卷内将考纲内容全覆盖，让学生全面练

习。另外，试卷内合理设置层次，按照高考题的难度层次设计试卷，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收集科学素材，增加试题科学严谨性

是否从生活中选材命题是当下评价试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高中生物命题的科学素材一方面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入手，选取如

遗传疾病、动植物生命形态 / 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材料；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最近的科研成果方面选取，在前沿科学杂志上摘取资料。

因此，命制试题的教师应该注重在教学生活中积累素材，将素材

与教学内容联系起来。素材的选取可以用科学杂志上的材料，基

于材料创设问题，在问题中渗透对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等的考察。

例如，衡水中学有一道模考题，结合当年我国科学家突破体细胞

克隆猴的世界难题，考察细胞的组成与结构，既让学生了解了生

物学前沿研究成果，又考察了学生教学知识。结合前沿科学成果

考察，让学生分析科学成果研究发现的具体思路，也有利于发展

学生的科学探究思维。

三、分析知识点，设置试题难度层次

找到科学材料后，命题人需要对材料进行分析，寻找材料中

的命题点，可以将材料中涉及到的教学知识列出来，设计问题考

察的层次。例如，上述材料，第一小题设置的问题是“在传统细

胞核移植技术中，受体卵母细胞处于（　）期”第二小题“我国

克隆猴利用的是后胎儿成纤维细胞，该细胞是已分化的体细胞，

从理论上分析，它具有细胞的全能性，这是因为（　）”因为细

胞的结构这部分知识比较简单，所以题目设置参考教材内容设计

得比较简单。

四、根据核心素养，设置试题考查方式

命题时，需要考察核心素养的层次，对生命观念和理性思维

的考察比较简单，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素养的考察比较难。命题

时考虑从哪一个核心素养层面进行考察，明确方向，设置好考察

层次再进行具体问题的设置。

例如 2018 年马鞍山市三模试题：研究人员对我国珍稀植物苏

铁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了四川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内苏铁种

群变化数量。下列选项错误的是（ 　）。

A. 人为干扰可改变自然演替的速度和方向

B. 种群数量迅速下降的直接因素是出生率小于死亡率

C. 调查攀枝花苏铁种群密度时，出现的最大值即为 K 值

D. 泽兰入侵可能占据攀枝花苏铁的生存环境，影响其种子的

萌发

这道题是通过设置关于攀枝花苏铁的保护情况的科学材料，

让学生思考珍稀植物保护调查科研工作需要考虑哪些问题，题目

给的材料比较简单，但是选项设置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进行严

密的思考论证，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探究意识，在考察学生学科探

究思维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五、反复检查试卷，确保试题科学严密

题目设计完成后，命题教师需要反复阅读，检查题目设置是

否有问题。在检查时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1）命题是否符合考

试大纲要求，大纲中规定的重难点是否考察到位，简单知识点是

否设置得太复杂；（2）试卷题目设置是否分层次，简单题目、中

等难度题目、难题是否分配合理。试卷难度层次是命题过程中比

较难把握的，所以命题教师在检查时要注意检查试卷难度；（3）

题目设置是否有问题，表述是否简洁、严谨。命制人检查时要将

题目的表达调整得简洁、流畅，减少学生在审题中的时间浪费；（4）

答案设置是否科学、严谨。

六、结语

核心素养教育下，生物试题命制越来越创新，高中生物命题

人要按照近年高考命题思路走，命制的试卷要引导学生发展科学

精神，利用试题强化学生的思维逻辑。命制试题时，教师结合前

沿科研成果，增加试题的新颖度；合理设置试卷的难度层次，满

足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需求；命制人要仔细审阅科学材料，将材

料内容与教学内容进行匹配；试卷中靠结合不同的考查方式，考

查学生不同方面的学科核心素养；最后，命制人还要反复检查试卷，

确保试题严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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