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趋势 02 优秀传统文化
（题型分析+解题技巧+真题研析+题型特训，全方位提升）

课标导向 考向分类 命题角度

考向一 古代诗词歌赋

植物的类群和各类群的特点

动物的类群和各类群的特点

食物链和食物网

种子的萌发

遗传和变异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的原理和应用

考向二 民俗谚语和传统

习俗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

生物的基本特征

生态平衡

考向三 人文精神和传统

美德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植物的传粉受精

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组成

生态系统中能量的利用和物质循环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

中 华 文 明 绵 延 数 千

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

统。我国古人在生物学方

面的探索成果，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的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将我国古

人在生物学方面的探究方

法与实践成果纳入生物学

课程教材，对于厚植学生

文化底蕴、感悟中华民族

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有

着重要意义。

在 初 中 生 物 学 教 材

中，可以找到很多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内

容。这些内容往往是以生

物学内容为载体，两者较

为自然贴切地融合在一

起，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

“贴膏药”。

考向四  传统历法、节

气、生肖、饮食、中医、

武术、剪纸等

关节的结构和特点

运动的实现

血管的类型和特点

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传统的生物技术

动物的类群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

神经调节的方式和类型



第一步：读题

对于陌生度较高的传统文化信息类的题目要做到逐字逐句阅读，挖掘关键字，排除干扰信息，找出有

效信息。咬文嚼字，细致审题，准确提取“传统文化”中的实质性生物学信息；例如对于古诗词中的经典文

句，要从所描述或涉及的植物、动物等角度分析，找出潜藏的生物学信息。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

第二步：联题

在读题的基础上，结合题目中的问题或选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板块，联系初中生物学的知识体系，

寻找要提取的信息。例如谈到“十二生肖”文化，就要联系到课本中爬行动物、鸟类、哺乳类这些动物的特

征等。

第三步：析题

找到需要的信息后，需进行分析。分析时要从大脑信息库中迅速提取所需要的知识点，并使思维从新

情境回归到课本、回归到平时的学习中来。

第四步：解题

解题时要注意根据题目的要求回答相应问题。如果是填空题一定要找准考点，即一定要做到联系课本

中的相关概念原理，做到切入点正确，比较分析，思路清晰，规范全面。

►考向一  古代诗词歌赋

1．（2023•随州）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诗词里蕴含着不少生物学知识。下列诗句所提及的植物

与其所属类群对应正确的是（　　）

选项 诗句 所属类群

A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藻类植物

B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蕨类植物

C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苔藓植物

D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 种子植物

A．A B．B C．C D．D



2．（2023•烟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

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对古文中动物的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蚯蚓身体没有脊柱

B．蚯蚓依靠刚毛在土壤中翻耕

C．螃蟹附肢分节，营寄生生活

D．蛇和鳝都是爬行动物

►考向二  民俗谚语和传统习俗

3．（2023•株洲）以下谚语不能体现非生物因素对生物影响的是（　　）

A．瑞雪兆丰年 B．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C．玉米遇旱穗难伸 D．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4．（2023•徐州）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的传统习俗，粽子中通常含有糯米、红枣等食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粽子能为人体提供能量

B．粽子中不含有水分和无机盐

C．粽子在口腔内不能被消化

D．粽子中的营养物质主要在胃内吸收

►考向三  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

5．（2023•宿迁）“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出自清末徐熙创作的《劝孝歌》。母亲在怀孕期间，身体负担

明显加重，生活中我们对父母要常怀感恩之心。母亲与胎儿之间进行的物质和气体交换发生在（　　）

A．胎盘 B．子宫内膜 C．输卵管 D．卵巢

6．（2023•兰州）“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莲形象典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

涵，具有鲜明的东营地方特色，能够反映东营的自然和人文特点。2019 年 10 月，荷花被确定为东营市

“市花”。

（1）瑞典植物学家林奈采用双名法，使自然界中的每种生物都有了自己的名称。莲的学名为 Nelumbo 

nucifera，其中属名为 　                 　。

（2）荷花品种繁多、颜色各异、美轮美奂，使花瓣呈现不同颜色的色素存在于细胞的 　     　中。

（3）莲“中通外直”，叶片、叶柄和莲藕中均有气腔，且彼此贯通，使叶片吸收的氧气可以向下运输到

莲的地下部分。这体现了 　              　。

（4）“出淤泥而不染”经检测发现，淤泥中某有毒物质浓度较高，但莲细胞内却没有发现该有毒物质，

控制该有毒物质进入莲细胞的结构是 　       　。

（5）初夏，荷花竞相开放，娇艳欲滴。开花时，同一朵荷花中的雄蕊和雌蕊成熟时间不同。由此推



测，荷花传粉方式为 　            　（填“自花传粉”或“异花传粉”）。

►考向四  传统历法、节气、生肖、饮食、中医、武术、剪纸等

7．（2023•济宁）“切脉”是中医常用的诊疗手段。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切脉”切的是动脉，其管壁厚，管腔小（与静脉相比），弹性大

B．动脉内壁的动脉瓣具有防止血液倒流的功能

C．正常人脉搏的次数可以反映心跳的次数

D．动脉里流动的血液不一定都是动脉血

8．（2023•鄂州）《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学典籍，是传统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素

问》中记载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其中，五畜指牛、犬、羊、猪、鸡五种。

下列关于五畜的叙述，错误的是（　　）

A．都是恒温动物

B．都是通过肺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

C．都是陆生脊椎动物

D．都是通过胎生来繁殖后代

9．（2023•包头）太极拳是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在完成“白鹤亮翅”招式中的伸肘动作时，肱二头肌和肱三

头肌所处状态分别是（　　）

A．收缩和舒张 B．收缩和收缩

C．舒张和收缩 D．舒张和舒张

10．（2023•河南）剪纸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实践课上，同学们创作了动物剪纸作品。下列作品所

代表的动物的生殖方式与其他三种不同的是（　　）

A． 蝴蝶                       B． 家兔

C． 喜鹊                           D． 鲤鱼

11．（2023•张家界）二十四节气文化博大精深，它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融汇了先进的农学思想。

“夏至种豆，重阳种麦”体现了什么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

A．温度 B．水分 C．阳光 D．空气



1．（2023•广西）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人们有挂艾草、划龙舟、包粽子的习俗。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划龙舟只需要人体运动系统参与

B．粽子中的糯米主要来自水稻种子的胚

C．艾草植株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D．与艾草植株相比，人特有的结构层次是组织

2．（2023•云南）消渴病是中国传统医学对糖尿病的别称，早在唐代《外台秘要方》中就有记载。若分泌不

足可能会使人患该病的激素是（　　）

A．胰岛素 B．生长激素

C．甲状腺激素 D．性激素

3．（2023•自贡）“八段锦”起源于北宋，是中国传统健身法，可强身健体。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中，维持身

体平衡的神经中枢位于（　　）

A．大脑 B．小脑 C．脑干 D．脊髓

4．（2023•济宁）下列关于我国古诗词和民俗谚语的解释，不恰当的是（　　）

A．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生物的生长发育

B．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生物因素对生物的作用

C．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植物生长需要水和有机物

D．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5．（2023•菏泽）我国古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体现鸟类捕食行为

B．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体现藻类的繁殖

C．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体现温度对植物的影响

D．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体现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6．（2023•张家界）古诗词中描述了很多植物，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钩帘阴卷柏，障壁坐防

风”，其中的“苔”和“卷柏”分别指的是（　　）

A．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 B．苔藓植物和种子植物



C．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 D．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7．（2023•牡丹江）谚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中蕴含的生物学知识，叙述正确的是（　　）

A．谚语中的生物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B．谚语中描述的食物链是“虾米→小鱼→大鱼

C．若水体遭到污染，有毒物质在虾米体内积累最多

D．谚语中的大鱼和小鱼是竞争关系

8．（2023•凉山州）我国劳动人民总结的天气谚语“蚂蚁搬家，大雨来到”“蜘蛛结网，久雨必晴”，主要运用

了（　　）

A．观察法 B．实验法 C．比较法 D．调查法

9．（2023•金昌）下列俗语所描述的现象中，属于变异的是（　　）

A．一树之果有酸有甜 B．桂实生桂，桐实生桐

C．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D．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0．（2023•甘孜州）民俗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说明了生物的（　　）

A．进化现象 B．适应现象 C．遗传现象 D．变异现象

11．（2023•孝感）“五脏相通，移皆有次”（出自《黄帝内经》）。中医提出“笑能清肺”，笑能使肺吸入大量

的“清气”，呼出废气，加快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心肺气血调和，保持人的情绪稳定。图甲为人体血液循

环示意图（数字表示血管），图乙为中枢神经系统控制排尿活动的示意图（a 和 b 表示大脑和脊髓之间

的神经通路）。

（1）心情舒畅，食欲会增加。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中，建造和修复身体的重要原料

是 　       　，它经过消化后主要通过消化道中的 　   　吸收。

（2）“笑能清肺”。当肋骨间的肌肉和膈肌收缩，胸腔容积扩大，使得肺内气压 　  　（填“高于”或

“低于”或“等于”）外界大气压，外界气体被吸入。

（3）吸入“清气”中的氧气可与红细胞中的 　     　结合，并由图甲中的 　  　（填图中的数字）进

入心脏，再通过 　      　（填“体循环”或“肺循环”）运送至组织细胞被利用。

（4）排尿反射的结构基础是 　     　。排尿反射的神经中枢位于脊髓，同时也受大脑控制。某成年

人因故损伤了 a 和 b，而脊髓未受损伤，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 　  　。

A.能形成尿意，能完成排尿反射



B.能形成尿意，不能完成排尿反射

C.不能形成尿意，能完成排尿反射

D.不能形成尿意，不能完成排尿反射

12．（2023•贵阳）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间作套种”的农业生产方式。据《氾胜之书》记载，在瓜田中

“又种薤（xiè）十根……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

升，其藿可卖。此法宜平地，瓜收亩万钱。”这种生产方式就是立体农业的雏形。立体农业是指依据生

物的生活特性以及对环境的要求充分利用不同种生物的空间结构和季节性，进行合理搭配而建立的一个

空间上多层次、时间上多序列的种植和养殖结构，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材料二：我国某地一林场在板栗林地里栽培茶树，通过精心管理取得了板栗、茶树两旺，提高了经济效

益。板栗是一种深根性树种，而茶树是根系较浅的小灌木。板栗一般高度为 3～4 米，而茶树高度为 1

米左右，两种植物高矮配合，充分利用了不同层次的光能。板栗喜光，茶树耐阴，光照过强会导致茶树

的光合作用效率下降。

注：氾：fán，姓；fàn，同“泛”。薤：又叫藠头（jiào tou），叶细长，花紫色。鳞茎和嫩叶可用作蔬菜。

回答下列问题。

（1）材料一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的生产经验可实现在一定时间内、有限土地上 　    　，以增加

收入。

（2）在该生态系统中，板栗和茶树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因此它们是生态系统的 　   　。

从根系的情况来看，板栗和茶树搭配种植的好处是 　                                    　。

（3）现有四种农作物，它们的株高和进行光合作用利用的光照强度如表：

农作物 A B C D

株高/厘米 170 65 59 165

进行光合作用利用的光照强度 较强光 较强光 弱光 弱光

根据材料二的经验，从四种农作物中选择 　      　（填表中字母）两种搭配种植，可实现合理利

用、有效增收。简述选择的理由：　                                                   　。

1．中医古籍《黄帝内经》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五谷”作为主食，是因为其富含的淀粉是重要的供能物质

B．“五果”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可有效预防坏血病

C．“五畜”中含有的蛋白质是构成组织细胞的基本物质



D．“五菜”中含有的膳食纤维能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2．《诗经》中的五谷是指：黍、稷、稻、麦、菽。“稷”和“菽”就是现在的小米（粟）和大豆，对二者的叙

述不正确的是（　　）

A．小米为平行脉，大豆为网状脉

B．小米和大豆的根系中都有固氮的根瘤菌

C．小米与“稻”、“麦”的亲缘关系比大豆近

D．小米种子的营养物质贮存在胚乳中，大豆的贮存在子叶中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学道理，成语“枯木逢春”中体现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

（　　）

A．环境影响生物 B．生物影响环境

C．生物适应环境 D．环境适应生物

4．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许多诗词歌赋蕴含着生物学知识。下列诗词能体现生物生殖现象的是

（　　）

A．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B．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C．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D．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5．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诗词里蕴含着不少生物学知识。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

A．“神龟虽寿，犹有竞时”，龟和蛇有防止水分散失的甲或鳞片

B．“落日临池见蝌蚪，必知清夜有蛙鸣”，青蛙的鸣叫是与其信息交流相关

C．“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蝉属于动物界的最大类群——节肢动物

D．“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鲈鱼、青鱼、草鱼、鲢鱼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家鱼”

6．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下列成语中所提及的两种动物属于同一类群的是（　　）

A．鹤立鸡群 B．蛛丝马迹 C．虎头蛇尾 D．沉鱼落雁

7．2024 年是甲辰“龙”年，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其中“龙”的创造充满了想象力。据说“龙”的体表

覆盖角质的鳞片，有四肢和牙齿，卵外面有坚韧的卵壳，能在水中和陆地上生活。下列动物中与上述特

征相似度最高的是（　　）



A．两栖动物 B．爬行动物 C．鸟 D．哺乳动物

8．中国医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石决明、海螵蛸都是中药，来自于某类动物的壳，你推测它

们来自于（　　）

A．环节动物 B．软体动物 C．鱼类 D．两栖动物

9．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勤劳、坚韧、诚实的象征。牛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让我们进一步来认识

它。

（1）“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牛以草为食，它的牙齿为图一的 　 　（填写 A 或 B），其特点

是 　                    　。

（2）“无废弃物农业”是我国传统农业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最早和最生动的一种生态模式（图二）。该

模式能很好地体现了牛等牲畜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写出图中牛所在的食物链：　       　，能量沿食

物链传递是 　     　的。因此，多食用 　    　（肉类/粮食）制品能够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图中牛

等牲畜的粪便需经 　    　（生态系统的成分）的分解作用完成，这不仅净化了环境，而且使生物圈

中含 　  　元素的物质得以周而复始地循环，充分体现了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之一是 　    　。

（3）如图三是荷兰一家公司培育出的奶牛，其乳汁可以抑制人体胃肠道的细菌感染。科学家把人乳铁

蛋白基因导入奶牛的体内，使奶牛的乳房变成“批量生产含人乳铁蛋白牛奶的车间”，这样的“生产车间”

被称为 　    　，培育这种奶牛采用的现代生物技术是 　     　。

10．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欣赏与热爱。2023 年夏天，坪山

区八年级学生何秦轩在第九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上荣获咏春拳项目国际一等奖。图 1 为该学生屈肘施

抱拳礼的动作，图 2 为人体关节的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咏春拳精彩动作是在 　   　系统的支配下，由 　       　牵拉着 　  　绕关节活动完成的。

（2）图 1 中该学生上臂的肱二头肌处于 　   　（填“收缩”或“舒张”）状态。

（3）练习咏春拳可以使图 2 中[　  　]　       　（填序号）内的滑液增多，减少骨与骨之间的摩

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

（4）练习咏春拳需要专业指导，练习不当容易造成脱臼、肌肉拉伤等运动损伤，脱臼是指 　  　（填

名称）从关节窝中脱离出来。

11．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糯米是制作粽子的主要食材，含有大量的淀粉。请结合图示回

答问题：

（1）糯米中的淀粉在消化道内最终被分解为葡萄糖，这样的过程叫做 　     　。

（2）若图一中乙代表小肠，葡萄糖在小肠内被吸收后，随着血液循环最先进入心脏的 　  　（填字

母）中。

（3）葡萄糖从心脏出发到达组织细胞，在组织细胞内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释放能量供生命活动利

用，该过程主要在细胞内的 　       　中进行。

（4）血液流经图一中甲进行气体交换时，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可用图二中曲线 　  　（填字

母）表示。血液中的尿素等废物主要由 　   　（填器官名称）形成尿液排出。

（5）健康的人食用粽子之后，血糖浓度会升高，然后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体内胰岛分

泌的 　       　发挥了调节作用。

12．2023 年春节，青海各地社火等传统年俗活动推上了热搜。“湟中鲁沙尔高跷、千户营高台”为观众呈现



青藏高原传承百年的文化盛宴。演员在完成各项表演时，不仅靠运动系统，还需要其他系统的密切配合。

如图是人体部分生理活动示意图。图中字母表示系统或器官，请分析作答：

（1）演员在高跷表演时所需的能量主要由糖类提供，淀粉在 A 系统中，最终被分解为 　      　。

（2）社火表演时的鼓声会引起人们的鼓膜振动，振动通过 　  　传到内耳，最终传到大脑形成听觉。

（3）演员表演时体内多余的水、无机盐和产生的尿素可通过图中的 C 和 　  　排出。（填图中字母）

（4）演员表演时需要消耗大量氧气，图中 B 表示气体交换过程，完成该过程的主要器官是 　  　，

氧气由肺泡扩散到血液中，最先到达心脏的 　     　（填“左心房”或“左心室”）。

13．“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在漫长的劳作实践中，结合植物的生长发育，加工、提炼而成的农耕社会的

时间指南，体现了古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请据图分析植物的生命活动过程。

（1）立春时节，万物复苏。图一是柳树枝芽（或叶芽）模式图，在生长季节，环境条件适宜时，芽逐

步生长发育成相应的器官，其中，[　 　]　    　发育成茎。

（2）“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谷雨时节气温转暖，降雨量增多，适合播种。春播时，还需要通过耕和

耙使土壤变得松软，这是为了给种子的萌发提供 　                                       　。

（3）芒种，是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其为“忙种”，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图二是小麦

或水稻的受精过程示意图，子房中的[　 　]　   　发育成种子。我们吃的大米、小麦种子的主要部

分，就是一个精子和 　   　融合发育成的胚乳。

（4）“立冬拔萝卜，小雪砍白菜”，白菜素有“菜中之王”的美称，小雪节气白菜基本停止生长。图三表

示现代化大棚内白菜在不同二氧化碳浓度条件下，光合作用受光照强度影响的变化曲线。光照强度只有



大于 　  　（A/B）点，植物才能生长（指有机物积累）请结合 D 点和 E 点差别的原因，提出白菜增

产的一条措施：　                        　。



新趋势 02 优秀传统文化
（题型分析+解题技巧+真题研析+题型特训，全方位提升）

课标导向 考向分类 命题角度

考向一 古代诗词歌赋

植物的类群和各类群的特点

动物的类群和各类群的特点

食物链和食物网

种子的萌发

遗传和变异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的原理和应用

考向二 民俗谚语和传统

习俗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

生物的基本特征

生态平衡

考向三 人文精神和传统

美德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植物的传粉受精

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组成

生态系统中能量的利用和物质循环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我

国古人在生物学方面的探

索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

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科技

进步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将我国古人在生

物学方面的探究方法与实

践成果纳入生物学课程教

材，对于厚植学生文化底

蕴、感悟中华民族智慧、

增强民族自豪感有着重要

意义。

在 初 中 生 物 学 教 材

中，可以找到很多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内

容。这些内容往往是以生

物学内容为载体，两者较

为自然贴切地融合在一

起，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

“贴膏药”。

考向四  传统历法、节

气、生肖、饮食、中医、

武术、剪纸等

关节的结构和特点

运动的实现

血管的类型和特点

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传统的生物技术

动物的类群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

神经调节的方式和类型



第一步：读题

对于陌生度较高的传统文化信息类的题目要做到逐字逐句阅读，挖掘关键字，排除干扰信息，找出有

效信息。咬文嚼字，细致审题，准确提取“传统文化”中的实质性生物学信息；例如对于古诗词中的经典文

句，要从所描述或涉及的植物、动物等角度分析，找出潜藏的生物学信息。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

第二步：联题

在读题的基础上，结合题目中的问题或选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板块，联系初中生物学的知识体系，

寻找要提取的信息。例如谈到“十二生肖”文化，就要联系到课本中爬行动物、鸟类、哺乳类这些动物的特

征等。

第三步：析题

找到需要的信息后，需进行分析。分析时要从大脑信息库中迅速提取所需要的知识点，并使思维从新

情境回归到课本、回归到平时的学习中来。

第四步：解题

解题时要注意根据题目的要求回答相应问题。如果是填空题一定要找准考点，即一定要做到联系课本

中的相关概念原理，做到切入点正确，比较分析，思路清晰，规范全面。

►考向一  古代诗词歌赋

1．（2023•随州）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诗词里蕴含着不少生物学知识。下列诗句所提及的植物

与其所属类群对应正确的是（　　）

选项 诗句 所属类群

A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藻类植物

B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蕨类植物

C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苔藓植物

D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 种子植物

A．A B．B C．C D．D



【答案】B

【解析】A、“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提及的植物是苔藓，苔藓矮小，具有类似茎和叶的分化，但是

茎中没有导管，叶中也没有叶脉，根为假根，所属类群是苔藓植物，A 错误。

B、“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提及的植物是蕨菜，蕨菜有根、茎、叶的分化，根能吸收大量的水和无机

盐，并且体内有输导组织，用孢子繁殖后代，所属类群是蕨类植物，B 正确。

C、“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提及的植物是桂花，桂花具有根、茎、叶、花、果、种子六大器官，种

子被果皮包被着，所属类群是被子植物，C 错误。

D、“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提及的植物是藻类，藻类大多生活在水中，结构简单，无根、茎、叶的

分化，所属类群是藻类植物，D 错误。

故选：B。

2．（2023•烟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

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对古文中动物的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蚯蚓身体没有脊柱

B．蚯蚓依靠刚毛在土壤中翻耕

C．螃蟹附肢分节，营寄生生活

D．蛇和鳝都是爬行动物

【答案】A

【解析】A、蚯蚓属于环节动物，体内没有脊柱，属于无脊椎动物。A 正确。

B、蚯蚓依靠肌肉运动，刚毛辅助运动。B 错误。

C、螃蟹附肢分节，属于节肢动物，捕食猎物，不营寄生生活。C 错误。

D、蛇体表覆盖角质鳞片属于爬行动物，鳝属于鱼类。D 错误。

故选：A。

►考向二  民俗谚语和传统习俗

3．（2023•株洲）以下谚语不能体现非生物因素对生物影响的是（　　）

A．瑞雪兆丰年 B．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C．玉米遇旱穗难伸 D．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答案】B

【解析】A、“瑞雪兆丰年”，意思是冬天多下雪，土壤中含有的水分增多，有利于植物的生长。“瑞雪兆

丰年”中体现了环境因素水对生物的影响，A 不合题意。

B、“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意思是说长长的河堤因为蚁穴的存在而被河水冲垮，体现了生物影响环

境，B 符合题意。

C、“玉米遇旱穗难伸”，体现了非生物因素水分对生物的影响，C 不合题意。

D、“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前后雨水充沛，为种子的萌发提供了一定的水分，体现了非生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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