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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责任与担当”学科素养的内涵，并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科学劳动

意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4 个方面举例论述基于“责任与担当”评价的

高中生物学命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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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担当”素养在课程标准中对应“社会责任”素养，学业质量标准将其划分为 4
个水平。教师在命题过程中，经常忽视了“责任与担当”素养的考查，而指向该素养不同水

平的考查更是被弱化。笔者探索基于“责任与担当”评价的高中生物学试题命制，力求从不

同水平检测学生的“责任与担当”素养。

1 关注生态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是高考评价体系中考查“责任与担当”素养的重要体现，所以要积极倡导

生态文明；我国也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农耕文化。教师在命题过程中应

该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相结合，向学生传递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担

当意识，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

例 1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现存的东乡野生稻具有耐冷基因，因此具有

较强的耐冷性。可利用东乡野生稻对普通栽培稻进行改良，选育出耐冷的栽培稻。下列相关

叙述错误的是（ B ）

A. 不同栽培稻之间的基因差异体现了基因多样性

B. 东乡野生稻较强的耐冷性是定向变异的结果

C. 利用东乡野生稻育种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D. 东乡野生稻在进化过程中耐冷基因频率发生改变

评析 编制试题时以“东乡野生稻对普通栽培稻进行改良”为背景，想要在真实的情境

中考查学生运用“进化与适应观”来认识生物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形成科学的自然

观，并以此指导探究生命活动的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希望通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

稻的国家”的引导语，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优秀的农耕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渗透了“责任

与担当”素养一、二级水平的要求。

例 2 我国农民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生态农业产经营模式。自明清时期起某地区就普

遍存在“虫草稻-鸡鸭-鱼塘”农业生态系统，其模式如图 1 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塘泥富含有机物，许多地方都有“塘泥肥田，秋谷满仓”的说法，请运用物质循

环的知识分析其中的科学道理。

（2）该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了废物资源化，使能量能更多被人类所利用，请据图举例说

明（写出两例）。

评析 本题以“关注生态”的立意编制试题，以我国农民发明的“虫草稻—鸡鸭—鱼塘”

农业生态系统为背景，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巧妙贯穿于题干与设

问中。题干呈现我国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上的智慧，要求学生分析我国古代农耕文化中蕴含



的“物质循环再生、能量多级利用”理念。这 2 小题的设问直接指向了“责任与担当”素养

三、四级水平的考查。

参考答案 （1）塘泥中的有机物在分解者的分解作用下转变为水稻需要的无机物（2）

水稻秸秆和杂草中的能量流入鱼、鸡、鸭；鸡、鸭粪便中的能量流入鱼，使原来流向分解者

的能量被人类所利用。

2 联系生产实践，增强科学劳动意识

生物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农业生产中可依据

生物学原理来提高农产品生产量，也可通过育种来改善畜产品品质，以获得优良品种的个体。

生物学命题应理论联系生产实践，结合现代生产实际问题，向学生传达实践需要科学指导的

理念，增强学生科学发展的现代意识，体现生物学学科的教育价值。

例 3 叶绿体中的 GAP 脱氢酶（以下简称为 G 酶）是光合作用暗反应中唯一能利用

NADPH 还原 C3 的酶，因此可用 NADPH 的氧化速率表示 G 酶的活性。某学习小组为探究光

照对叶绿体中 G 酶活性的影响，将正常生长的盆栽花生在暗处放置 24h 后，再给予光照和

黑暗处理，并定时剪取叶片测定叶绿体中 G 酶活性，结果如图 2 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学习小组建议：在大棚栽培花生时，可适当延长光照时间以提高产量。请根据图中实验

结果说明该建议的合理性。

评析 本题情境源于光对花生叶片绿色细胞糖酵解代谢的影响，命题思路来自于某学习

小组科学探究的结果。为了向学生传达实践需要科学指导的理念，增强学生科学种植的意识，

要求学生能对光、暗条件下 G 酶活性变化曲线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联系实际，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大棚栽培花生生产实践中如何提高产量的问题。该题的设问达到了“责

任与担当”素养三、四级水平的要求。

参考答案 光照条件下，叶绿体中 G 酶活性较高，延长光照能够利用更多的 NADPH，将

更多的 C3 还原成有机物。

例 4 我国引入波尔山羊（棕头、无肉垂）对本地山羊（白头、有肉垂）进行杂交改良

和纯种繁育，取得显著成果。已知山羊白头与棕头由等位基因 A 和 a 控制、颈部有肉垂与

无肉垂由等位基因 B 和 b 控制。以多只纯合雄性波尔山羊与多只纯合雌性本地山羊为亲本

杂交，F1 山羊均为白头有肉垂。让 F1 雌性山羊与雄性波尔山羊测交，测交后代表现型为：

白头有肉垂、白头无肉垂、棕头有肉垂、棕头无肉垂，数量比是 1:1:1:1。回答下列问题。

棕头山羊的体重较大，有肉垂山羊的生育能力较强。若两对等位基因均位于常染色体上，

请从测交后代的山羊中选择材料，设计一个配种方案，选育出棕头有肉垂的纯合雄性山羊。

评析 为了促使学生将科学劳动的观念内化于心，本题以“生物学科在生产实践中的应

用实例——山羊杂交改良和纯种繁育”为背景，要求学生运用遗传学知识分析育种原理、对

育种任务提出合理的实验设计方案。本小题的设问通过联系生产实践，反映生物学科在生产

实践中独特的育人价值，达到了“责任与担当”素养三、四级水平的要求。

3 倡导学以致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学以致用是指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具有学科特点的

应用性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基于高考评价体系提出的考查要求之一。因此，在命题过程中，应

以真实情境为载体，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尝试解决与人类相关的

生物学问题，生物学科的应用价值。



例 5 硒是一种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亚硒酸钠对细菌的生长有明显的毒害作用，土壤

中的一些富硒细菌可将其还原为红色单质硒。图 3 为土壤中富硒细菌的筛选和纯化过程。回

答下列问题。

研究人员筛选出一种具有较强富硒能力的菌株，现欲通过观察菌落来判断菌株对

亚硒酸钠的耐受值，请将下列实验补充完整：

①配制系列浓度梯度的亚硒酸钠_______（填“液体”或“固体”）培养基；②向培养

基中分别接种_______的该菌株菌液，在适宜条件下培养一段时间；③观察菌落生长情况，

_______的培养基对应的最高亚硒酸钠浓度即为该菌株的最高耐受值。

评析 本题背景材料来源于科学研究，本项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要

求设计完成筛选土壤中能够还原亚硒酸钠细菌的实验探究。倡导通过科学研究实践，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指向了对“责任与担当”素养三、四级水平的考查。

参考答案 ①固体 ②等量 ③有菌落生长

例 6 H1N1 为单链 RNA 病毒，感染人类会引发甲型流感。对 H1N1 进行基因组测序，

发现 HA 基因是该病毒的一种特征基因。可通过检测 HA 基因来检测待测标本中 H1N1 的含

量，过程如图 4 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检测 HA 基因还可以采用分子杂交技术。制备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与目的基因互补

的核酸序列作为_______，与待测标本中提取的总 RNA 杂交，若观察到_______，则表明标

本中存在 HA 基因。

评析 本题以 H1N1 病毒的核酸检测为背景，通过类比可知，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与

H1N1 检测方法相同。以此作为设题背景，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尝试

解决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生物学问题，增强战胜新冠疫情的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

指向了对“责任与担当”素养三、四级水平的考查。

参考答案 探针 杂交带

4 珍爱生命，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铸就强健的体魄，是青年一代未来服务

祖国的身体基础。生物学与健康生活的融合点有食品的选择与安全、远离毒品、预防传染病

等，将健康理念融入命题的立意或设题中，可以引导学生珍爱生命，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态

度，并运用相关知识保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

例 7 科研小组以动物为实验材料，研究甲、乙两种疫苗同时接种对乙抗体生成量的影

响。回答下列问题。

（1）接种疫苗后，疫苗作为_______引起免疫反应，当相应的病原体侵入时，动物不容

易患病，主要原因是_______。
……
（3）同时接种甲、乙疫苗，乙抗体生成量明显减少。资料显示，甲、乙疫苗结构相似，

推测甲疫苗会与乙疫苗_______位于 B 细胞膜上相应的受体，最终影响乙抗体的生成。

评析 本题的疫苗接种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指导树立健康生活理念的立意进行命

题，考查预防传染病的措施。让学生懂得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使学生主动运用传染病的预



防措施保护自身健康，并积极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的理念，本题以探究甲、乙两种疫苗同时

接种对乙抗体生成量影响的实验为背景，要求学生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相关知识来深入理解

预防传染病的具体措施及其注意事项。本题的设计也达到了“责任与担当”素养三、四级水

平的要求。

参考答案 （1）抗原 接种疫苗后，动物产生记忆细胞和抗体，当相应的病原体侵入时，

记忆细胞会迅速增殖分化，快速产生大量抗体 （3）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