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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知识的重合度

两册书主要知识点的考查都在于大学教材《普通生物学》，

七年级上册共七章，二十三节，高一必修一共六章，十九节。其

中有四章的内容存在重叠部分，主要体现在细胞结构、呼吸作

用、光合作用、细胞分裂四个方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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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主要对比七年级上册教材与高中必修一教材，首先从相似知识点着手，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分析了初高

中教材在内容深度与广度上的区别，指出初中教材侧重于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兴趣的培养，而高中教材则更加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和深度，强调思维能力和解题技巧的提升。同时结合近两年的高考和中考试题，进一步明确高中阶段对学生

的考查能力、深度、广度，旨在为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提供有力参考，做好知识衔接，为学生初高中知识的过渡打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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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知识的内在关联

初中生物注重让学生了解生活现象，而高中重在探究该种现

象的本质。以“光合作用”为例，在初中课本中运用大篇幅的实

验探究出光合作用的场所、反应条件、生成物等，而在高中课本

中重点研究光合作用过程中涉及到的反应式和反应本质 [2]。

引言

七年级和高一作为学生学习生物的转折点，有着相似之处，也存在诸多不同。七年级重在从无到有，高一在于思维转变，二者都不

可或缺。高一生物要求培养学生思维、探究、应用能力，对于高中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老师了解学情，对于初

高中的转变做出更为科学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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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在初中生物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知识体系 [3]。比

如“动物和植物细胞的结构”，在初中阶段，学生只是了解基本结

构和部分细胞器，而在高中阶段增加各种细胞器并完善其功能。

通过具体的知识点对比展示各自特点：

表1 知识的内在联系与各自特点

苏教版七年级上册 人教版（2019）必修1

序号 章节 知识点 特点 章节 知识点 特点

1 2
认识并学习使用

显微镜

①主要是低倍显微镜的使用；

②观察细胞的形态，涉及部分基本结构
1

用高倍显微镜

观察细胞结构

①涉及高倍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的使用；

②学习分辨细胞结构图

2 3

植物细胞、人和

动物细胞的结构

和功能

①制作临时装片，真切感受植物与动物细胞结构

的不同之处；

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叶绿体、液泡、线粒体的

了解；

③区分动植物细胞结构图；

④对于细胞结构的功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形象记

忆。细胞核中只提到遗传物质，未涉及 DNA、蛋

白质等表述

3

细胞膜、细胞

器、细胞核的

结构及功能

①重视对细胞膜、细胞器和细胞核结构的深入探索，

完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

②深入了解细胞器家族，认识微观结构及它们所具有

的功能

③通过分析实验资料得出细胞核的功能，培养学生思

维能力

④提及微观物质：DNA、蛋白质、染色体

3 3 细胞分裂

①细胞分裂只涉及到动态过程，重视一个亲代细

胞变为两个子代细胞

②实验中用洋葱玻片标本，观察到染色体形态 

即可

6 细胞增殖

①细胞增殖完善了初中所学的细胞分裂概念

②细胞分裂各个时期染色体特点的表述清晰，更加深

入了解有丝分裂各时期的染色体数目、DNA数目的

变化

③有丝分裂实验中学生制作临时装片，了解各试剂的

作用，提高动手能力

4 3 细胞分化
①重视细胞分化的概念，未分析具体原因

②与“组织”联系起来，重在分析生物构成
6 细胞分化

①概念更为严谨，同时提出原因：“基因选择性表

达”，并分析出具体特点

5 4 单细胞生物

①以“草履虫”结构图为例，了解单细胞生物的

结构及各部分功能

②介绍常见的单细胞生物，为高中学习打下坚实

基础

1

细胞是基本的

生命系统；真

核和原核生物

①精简单细胞结构表述：单细胞生物能够独立完成各

项生命活动

②将单细胞生物与原核和真核生物联系起来，明确：

并非所有的单细胞生物都是原核生物

6 4 多细胞生物
了解植物、人和动物的组成（结构层次）：细胞

→组织→器官→系统→个体（植物无系统）
1

细胞是基本的

生命系统

在个体基础上，增加：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

圈等结构层次

7 5
植物生长

需要水

①实验：外界溶液浓度影响根细胞的吸水——将

青菜放在自来水和盐水中，一段时间后，细胞出

现的现象进行对比，得出：细胞会因外界溶液的

大小而吸水或失水，并未分析具体原因

②注重实验现象，不涉及具体原理

4 被动运输

①通过漏斗模型建立“渗透”概念

②实验：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根据原理

猜测实验现象，并与植物细胞结构联系起来，整合知

识结构

8 6
植物光合作用的

实质

通过实验对光合作用的反应物、生成物及反应条

件进行探索，让学生初步了解光合作用
5

光合作用

的原理

①通过实验材料分析光合作用的两个阶段，提出

ATP、NADPH等名词，完善光合作用的反应过程

（更具体）

②在物质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光合作用的能量供应

9 6
植物光合作用的

场所

通过分析叶片结构，通过现象进一步得出叶绿体

是光合作用的场所
5

叶绿体的结构

适于进行光合

作用

重视分析叶绿体的结构，并通过实验证明叶绿体是光

合作用的场所

10 6 植物的呼吸作用

①没有明确提出“无氧呼吸”和“有氧呼吸”的

概念

②通过实验现象得出植物呼吸作用需要消耗氧

气，产生二氧化碳

③只提及产生酒精的无氧呼吸类型

5 呼吸作用原理

①提出 ATP、NADP等名词，完善呼吸作用的反应

过程（更具体）

②完善无氧呼吸类型，增加产生乳酸的无氧呼吸

③在物质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呼吸作用的能量供应

11 6
光合作用和呼吸

作用的应用
重在强调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5

光合作用和呼

吸作用的应用

重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通过探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

用的原料，条件等找到影响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因

素，提出可行性建议

12 3
课外阅读：揭开

生命信息的秘密
重在了解：DNA可储存遗传信息 2

核酸是遗传信

息的携带者
了解 DNA的基本组成单位和遗传信息储存位置

13 5

课外阅读：植物

因缺乏无机盐而

表现出来的症状

了解几种常见无机盐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反映

无机盐在植物生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2 无机盐的作用

①加入血红蛋白、叶绿素等分子结构图，说明无机盐

的重要作用

②补充无机盐在动物体内的重要性，说明在生物体内

无机盐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6
课外阅读：放射

性同位素示踪法
初步了解同位素标记法 3、5 同位素标记法

①结合化学所学，提出质子数、中子数概念，方便学

生进一步理解“同位素”

②加入实验过程讲解该方法，了解本方法的选用意义

15 6

课外阅读：海洋

中的植物是怎样

进行光合作用的

提出叶绿素、红光、蓝紫光等概念，为后续光合

作用的学习奠定基础
5

捕 获 光 能 的 

色素

①实验：捕获光能的色素，完善光合色素分类

②明确色素与光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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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高考考查习题的不同

（一）高考考查内容更为深入

同样是考细胞分裂，中考题主要考查细胞核、细胞质、细胞

膜的变化，而高考题展开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各时期的特点和染

色体数目和形态、遗传物质的变化等方面，从内容上来说，考查

知识更为深入。同时，主语由“动物”换成“水稻”，提问更加

具体，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4]。（以黑龙江牡丹江2024年中考试

题和北京2024年高考试题为例）

（二）高考更加注重知识的实用性

同样是考查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以2024年辽宁中考和四川

高考为例，中考注重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而高考是利用所学

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 图1 辽宁2024年中考试题

 > 图2 四川2024年高考试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初中和高中生物教学确实

存在很多不同，高考考查深度和广度更高，考查方式更加多样

化，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所

以作为高中教育，教师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和选择习题，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提升能力 [5]。

四、制定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一）借助学生已有知识展开教学

以初中知识为基础，在高中教学中带入初中已经学习过的知

识，让学生回顾旧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之间的联系。例如单细

胞生物的概念，在高中课本中仅仅提到“单细胞生物可以单独进

行生命活动”，而在初中教材中以一节内容讲解单细胞生物的生

活环境以及各种习性等，这也就体现了初中知识作为基础的重 

要性 [6]。

初中概念更贴近生活，学生更容易理解，在高中教学中加入

一些初中的实例，更能体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提高学生探究兴

趣。例如：高中教材中的“渗透作用”，在初中课本中有一节“细

胞的吸水和失水”，在讲到溶液浓度时可以借助“糖水的浓度”“青

菜在不同溶液中的吸水与失水”等实验，从生活现象出发，探究

背后的原理 [7]。

（二）转变“讲授型”教法

初中教学中更注重学生对现象的理解和对概念的记忆 [1]，在

高中需要让学生转变观念——生物不是靠记忆，需要思维能力，

那么首先教师要有相应的改变 [8]。

新高考背景下，重在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依据具体情景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不再是依靠简单的记忆和背诵就能掌握

的，需要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以前的“填

鸭式”教学已不再符合当前的需求，需要教师以“引导型”为

主，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9]。

（三）关注学生心理动态

研究表明学生的情感态度直接关系到其在课堂中的学习效

率 [2]，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教学，不能一味

扎根在知识的海洋中无法自拔 [10]。教师应该在教学之余，尽可能

关注学生的听课状态，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五、结束语

通过对比，我们不仅看到了初高中教育阶段的连贯性与递进

性，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从初中

到高中，教材的变化不仅仅是知识量的增加，更是学习方法和思

维方式的转变。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学会如何学

习，如何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我们作为教育者或学习者，也应

当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学习需求，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学习

方法，共同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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