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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学生物特岗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特岗教师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工开招聘高校毕

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

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

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特岗教师

招聘考试是一项针对准备从事特岗教师职业的人员组织的、是否具有中小学教育要求的

知识水平、职业道德素养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考试，属于选拔性考试。

二、 考试目标与要求

1. 理解能力
（1） 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

（2） 能用文字、图标以及数学方式等多种表达形式准确地描述生物学方面的内容。

（3） 能运用所学知识与观点，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

解释、推理，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

2. 实验与探究能力
（1） 能独立完成“生物知识内容表”所列的生物实验，包括理解实验目的、原理、

方法和实验步骤，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并能将这些实验涉及的方法和技

能进行综合运用。

（2） 具备验证简单生物学事实的能力，并能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解释、分析

和处理。

（3） 具有对一些生物学问题进行初步探究的能力，包括运用观察实验与调查、

假说演绎、建立模型与系统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

（4） 能对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价额修订。

3. 获取信息能力
（1） 能从相关材料中获取有关的生物学信息，并能运用这些信息，结合所学知

识解决相关的生物学问题。

（2） 关注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生物学新进展以及生物

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4. 综合运用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生物学问题。

5. 教法技能能力
（1） 准确把握和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和教育教学指导意见

能机会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策略，领会国家法令、法规中的生物学内涵，

结合教学内容和要求组织学生学习与宣传。能领会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

标准》（2011 年版）的内涵，并能全面落实其中的各项指导意见。

（2） 正确理解和驾驭教材的能力

正确理解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与学科性，理解各主题内部章节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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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理地解释和制订课时计划中教学三维目标，并能参照课程标准设计要

求层次。

（3） 科学分析和研究学生情况

理解学生的认知思维特点；学生成长中有关生物学的困惑和学习需求；不

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及其测试方法和学习指导意见。根据不同班级的学习习

惯、班级风气、知识基础等因素调整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善于与学生沟

通，有与其做朋友的能力。

（4） 善于发现社会关注的热点中的生物学问题

不断获取新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问题中的生物学知识，与教学的重点突出、

难点分散等结合，形成独立的教学风格。善于发现当地民俗、民风中与生

物学相关的内容，形成特定教学体系。

（5） 熟练掌握各种教学资源

理解各种常规教学资源的作用、特点和使用方法；能根据课程目标的需要、

学生的学习规律合理地选择和使用这些教学资源，并设计课堂的教学活动、

完成课程总目标的要求。

（6） 科学合理地给予学生评价和强化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着“以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理念，会从多元

智能评价的角度给予学生科学正确的评价；能熟练地通过各种强化手段，

积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三、 考试时间、形式及试卷结构

1. 考试形式：闭卷，笔答。

2. 考试时间：150 分钟。

3. 试卷满分 120 分，其中专业基础知识部分 100 分，教育学、心理学部分 20 分。

4. 考试题型：第Ⅰ卷生物学专业基础知识部分包括选择题（共 60 分）、简答题（共 40
分）两种题型；第Ⅱ卷教育学、教育心理学部分包括简答题（共 10 分）、论述题（共

10 分）两种题型。

四、 考查内容

考试内容以知识内容表的形式呈现。只是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在知识内容表中用数字

Ⅰ和Ⅱ标出；实验内筒要求掌握的程度则用文字说明。Ⅰ和Ⅱ的含义如下：

Ⅰ：对所列知识点要知道其含义，能够在试题所给予的相对的简单的情境中识别和使用

它们。

Ⅱ：理解所列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能在较复杂的情境中综合运用

其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评价。

基础知识部分

知识内容 要求

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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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的化学结构 Ⅰ

2.细胞的结构与细胞通讯 Ⅱ

3.细胞代谢 Ⅱ

4.细胞的分裂和分化 Ⅰ

二、动物的形态与功能

1．高等动物的结构与功能 Ⅱ

2.营养与消化 Ⅱ

3.血液与循环 Ⅱ

4．气体交换与呼吸 Ⅱ

5.内环境的控制 Ⅱ

6.免疫系统与免疫功能 Ⅱ

7.内分泌系统与体液调节 Ⅱ

8.神经系统与神经调节 Ⅱ

9.感觉器官与感觉 Ⅱ

10.动物如何运动 Ⅰ

11.生殖与胚胎发育 Ⅱ

三、植物的形态与功能

1.植物的结构和生殖 Ⅱ

2.植物的营养 Ⅱ

3.植物的调控系统 Ⅰ

四、遗传与变异

1.遗传的基本规律 Ⅱ

2.基因的分子生物学 Ⅱ

3.基因表达调控 Ⅱ

4.重组 DNA 技术简介 Ⅰ

5.人类基因组 Ⅰ

五、生物进化

1.达尔文学说与微进化 Ⅰ

2.物种形成 Ⅰ

3.宏进化与系统发生 Ⅰ

六、生物多样性的进化

1.生命起源及原核和原核生物多样性的进化 Ⅰ

2.植物和真菌多样性的进化 Ⅰ

3.动物多样性的进化 Ⅰ

4.人类的进化 Ⅰ

七、生态学与动物行为

1.生物与环境 Ⅱ

2.种群的结构、动态与数量调节 Ⅱ

3.群落的结构、类型及演替 Ⅰ

4.生态系统及其功能 Ⅱ

5.动物的行为 Ⅱ

实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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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作并观察动植物细胞临时装片

掌握程度参考

本考试说明：

1.考试能力要

求

2.实验与探究

能力

2.观察某种原生动物（如草履虫）的取食、运动、趋性

3．观察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切片

4.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

5.探究影响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

6．探究光合作用的条件、原料和产物

7.探究发生在口腔内的化学消化

8．验证人体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的二氧化碳

9.探究几种食物热价的差异

10.观察酵母菌、霉菌

11.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教学教法技能

内容 要求

一、《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1.《课标》中关于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设计思路。 Ⅱ

2.《课标》中关于课程目标的论述与认识。 Ⅱ

3.《课标》中关于实施建议的论述教学建议、评价建议、课程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

Ⅱ

4．《课标》中关于内容要求。 Ⅱ

5.关于学习目标要求层次的说明。 Ⅱ

二、教学技能训练与评价

1.导入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2.讲授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3.提问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4.板书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5.演示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6.强化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7.结束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8.沟通技能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应用原则与要点。 Ⅱ

三、说课的技能

1. 说教学需要。能从分析一节课的教学需要出发，综合考虑学生的

成长需要，生物学科的知识结构（含基本事实、概念、原理、规

律等方面）的需要；以及完成教学时，学生的能力锻炼和情感经

历。

Ⅰ

2. 说教学目标。根据教学需要设计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依据《课标》

的目标和要求，结合本节课具体教学内容教学的需要，设计切实

可行的“三维”教学目标。

Ⅰ

3.说重点难点。根据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学习的困难，正确

设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Ⅰ

4.说教学策略。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综合考虑学校现有物质条件，

学生认知规律，合理实现重复重点内容的方法手段，以突出重点内

容，使学生能用不同的感官，综合体验。感悟相关知识的生物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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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内涵；依托学生产生认知障碍的原因，如陌生、抽象和复杂等，

设计突破难点的教学方法，采用联系以往基础和生活实践等手段，

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复杂的概念条理化，并动员学生以“小组工

作的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克服认知障碍。”

Ⅰ

5.说巩固评价。根据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检验学生学习的效果；设计

不同类型的评价手段和联系巩固的方式。要求表述语言流畅、思路

清晰和逻辑性强。

Ⅰ

五、 参考书目

1. 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主编：《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版）。

3.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苏教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师大版）三个版本中任意一个版本均可。

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人教版）必修 1、必修 2、必修 3。
5. 刘恩山主编：《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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