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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及其演替”在高考卷中命题特点的分析——

基于 2017-2021年各省份高考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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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落及其演替》章节是高考中一个重要的考查点。本文以 2017-2021 年各省份高考真题为研究对象，分

析命题趋势和命题方式，结合高考评价体系及新课程标准，提出教学建议：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

生态意识及应用情境教学策略；学生应注重对概念的学习，提升生物学科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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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群落及其演替》章节作为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学选

择性必修2第2章的内容，是高考中一个重要的考查点。

该章节不仅在知识层面分析了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也

渗透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新

课程改革倡导渗透生物学科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的理念。

目前，对于这一章节内容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教学过程

的设计以及教学实践，但结合新课程标准和高考评价体

系分析《群落及其演替》这一章节在近几年全国各省份

生物高考卷中命题特点的分析尚未见报道。

因此，本文通过分析 2017-2021年各省份高考真题

中关于《群落及其演替》章节内容的出题方式及考点分

布与分值，结合本节课课本内容与新课程标准所提出的

要求，以及各位学者关于课堂教学方法的讨论和新课标

下高考的命题特点的分析，探究在课堂中教师如何更好

地进行教学活动，采取何种教学方式才能够达成更好的

教学效果。

1 研究现状及高考真题分析

《群落及其演替》章节为新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2第

2章的内容，是上一章节有关于种群知识内容的延续，

同时，为后一章节引入非生物环境、关于生态系统知识

的学习打下基础，是高考命题的关键内容。

本章分为三节内容：第 1节为《群落的结构》；第

2节为《群落的主要类型》；第 3节为《群落的演替》。

在这三节内容中，本文将参考教材各章节小标题，将考

点分为以下几点：群落的概念、群落的物种组成、种间

关系、群落的空间结构、群落的季节性、生态位、群落

中生物的适应性、群落的主要类型、群落演替的概念、

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的演替过程、群落演替的特征、

影响群落演替的因素、人类活动对群落演替的影响、退

耕还林还草还湖等政策，结合考点对考题进行划分。将

各省份试卷中涉及本章节知识内容的考题进行提取，依

据年份、考卷、题号、考点、相关分值以及题目对应高

考评价体系中的“四翼”要求这几个方面进行整理（表

1）。

表 1 2017-2021 年各个省份高考真题中考查本章节内容的考点分布与分值

年份 考卷 题号 考点 分值 对应“四翼”要求

2017

全国卷Ⅱ 31 种间关系 2分 基础性

北京卷 3 群落的物种组成 6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11月） 29 群落的空间结构；群落演替的类型 2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4月）

2 群落的季节性 2分 基础性

29 种间关系 1分 基础性

32 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政策 2分 基础性、应用性

天津卷 7 群落的物种组成；种间关系；群落的空间结构 10分 基础性、综合性

海南卷 18 种间关系 2分 综合性

江苏卷 26 种间关系；群落演替的类型 2分 基础性、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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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卷 31 群落的概念；种间关系 8分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

浙江选考卷（11月） 2 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的空间结构；影响群落演替

的因素
2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4月） 4 群落的空间结构 2分 基础性

海南卷
22 种间关系 2分 基础性

29 影响群落演替的因素 2分 综合性

江苏卷 13 群落的空间结构；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演替的概
念；群落演替的特征

2分 基础性、综合性

2019

全国卷Ⅰ 31 种间关系 2分 基础性

北京卷 5 群落的空间结构 6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4月） 6 群落的主要类型 2分 基础性

天津卷 7 种间关系；群落演替的特征 4分 基础性

江苏卷 6 群落演替的类型；人类活动对群落演替的影响；种

间关系
2分 综合性

2020

全国卷Ⅰ 6 群落的物种组成 6分 基础性

全国卷Ⅱ 6 群落演替的特征 6分 综合性

北京卷
10 种间关系 2分 基础性、综合性

16 群落的演替过程；种间关系 2分 综合性

浙江选考卷（7月） 26 群落的空间结构；群落演替的概念 3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1月） 26 群落的季节性 2分 基础性

天津卷
12 种间关系 4分 综合性

13 群落演替的概念 1分 基础性

海南卷 2 群落演替的特征；群落的空间结构；影响群落演替

的因素；群落的物种组成
2分 基础性

山东卷
19 群落演替的概念 3分 基础性

24 群落的空间结构 1分 基础性

江苏卷 15 群落的空间结构 2分 基础性

2021

全国甲卷 6 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演替的特征 6分 基础性

全国乙卷 30 种间关系；群落的空间结构 9分 基础性、综合性

浙江选考卷（6月） 26 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的空间结构 2分 基础性

浙江选考卷（1月） 7 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演替的特征 2分 基础性、综合性

山东卷
10 种间关系 2分 综合性

24 种间关系；群落的空间结构 3分 基础性、综合性

河北卷

12 群落的物种组成 2分 基础性

13 群落的空间结构；种间关系 2分 基础性

22 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演替的类型 2分 基础性

广东卷 2 群落的概念 2分 基础性

湖南卷 20 种间关系；群落的物种组成；影响群落演替的因素 6分 基础性、综合性

2 本章节高考命题特点分析

2.1 重视基础概念的考查，要求掌握概念的内涵与

外延

本章节有两个核心概念：群落的概念和群落演替的

概念。从近几年高考真题来看，在对概念的考查中，考

查基础性占较大比例，但是其考查难度有所上升，不仅

重视对基础概念、原理的考查，同时也考查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

例 1（2020 年山东卷，第 19 题）在互花米草入侵

地栽种外来植物无瓣海桑，因无瓣海桑生长快，能迅速

长成高大植株形成荫藏环境，使互花米草因缺乏光照而

减少。与本地植物幼苗相比，无瓣海桑幼苗在荫蔽环境

中成活率低，逐渐被本地植物替代，促进了本地植物群

落的恢复。下列说法错误的是(AB)

A.在互花米草相对集中的区域选取样方以估算其

在入侵地的种群密度

B.由互花米草占优势转变为本地植物占优势的过

程不属于群落演替

C.逐渐被本地植物替代的过程中，无海桑种群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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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结构为衰退型

D.应用外来植物治理入侵植物的过程中，需警惕外

来植物潜在的入侵性

评析：从真题中可看出，考题对概念的考查由简单

的考查课本中的基础概念复述转变为考查概念的外延

（2020 年山东卷），学生须深刻了解群落的概念，了解

课本核心概念定义以外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白只

要建群种与优势种发生改变，群落即发生演替，才能根

据题意完成相关题目的考查。

2.2 依托情境命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获取信

息的能力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 年修

订）》要求考题的材料不可太过于空泛、脱离学生的日

常生活，而应尽可能地接近学生实际生活，加强学生的

熟悉感，从而更好的理解问题。同时组织命题可用真实

的问题情境，从而帮助学生把在课堂上和课后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结合起来，进一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对学生的综合发展非常重要。

例 2（2018 年浙江 11 月选考卷，第 2题) 某森林

曾被开发用于种植农作物，后因产量不高而弃耕，若干

年后又恢复到森林。下列关于该演替的叙述，错误的是:

（B）

A.该演替属于次生演替

B.演替过程中群落结构不变

C.人为因素引发了该演替

D.弃耕地中有种子等繁殖体

评析：从例题中可以看出，虽然考查的难度较小，

但考查的方式都依托于情境命题，题干中情境的创设有

利于更好地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可以综合测

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
[1]
，满足

了《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所要求的以学习探索问题情境

与生活实践问题情境为载体，依托情境与情境活动，让

学生立足于真实的背景，解决实际问题。不仅考查了学

生对本章节知识点的熟练程度，同时考查了理解能力和

获取信息能力等关键能力。

2.3 联系社会时事，考查学生的科学思维、生命观

念

生态文明建设是 21 世纪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倡发展“五位一体”

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始终是落实我国提倡的绿色

发展理念的目标和指南。高考试题以生物学科的性质为

基础，通过对生态学各方面的考查，传达出生态文明的

理念，满足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中所要求的生命观念和社

会责任感
[2]
。

例 3（2021年浙江 1月选考卷，第 7题）近年来，

我省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在一些地

区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退耕区域会发生变化。退耕之

初发展到顶极群落期间的变化趋势是:（A）

A.生态系统稳定性越来越强

B.群落的净生产量越来越大

C.草本层对垂直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D.群落中植物个体总数越来越多

评析：从这几年的高考真题中，均体现了生物学科

核心素养中的生命观念和社会责任。通过渗透社会责任

教育，引起学生对生态热点议题的关注和重视，自觉讨

论可能的应对决策，唤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每位学

生都能养成尊重个体、善待生命、环境友好的态度和价

值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成为

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合格公民
[3]
。

3 对教育实践的建议

3.1 注重培养学生生态意识

生物学核心素养理念要求，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应全面认识生态问题，并能将生态自觉融入

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中，使其内化为学生个人的优

秀品质，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
[4]
。当前应

试教育式单纯进行知识点传授的教学方式已不满足新

时代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从高考真题来看，直接考

查知识点的题目比例大大降低。所以，教师要落实生态

教育，以布置环境调研类作业，让学生亲自进行实践探

究，全面提升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教师要思考如何

通过教学，促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加大对群落演

替的重视和关注力度，从心里、思想上对我国所推行的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产生深刻认同，树立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保护观念，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5]
。

3.2 注重情境教学策略

从高考真题中可以看出在平时的课堂中将知识点

融入情境中进行教学的重要性，要注重提高学生理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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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要将情境教学渗入到平时的

课堂中，提高学生遇到相关情境时联系到相关知识点的

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更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将学科内容与考题所展示

情境联系起来，更好地应用知识以解决问题。同时教师

要增强学生对情境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态意识，

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通过创设形象的、有意义的教学

情境让学生从中学习生物学科知识，发展探究能力和探

究精神
[6]
。同时，教师应积极思考如何拓展素材，可以

从社会时事、新闻热点、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境中进行

选择，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利用情境的趣味性消

除学生对长题干的排斥心理，将题干转化为阅读素材，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题干，进而运用题干中的信息进行

解题。

4 结论

本章节作为紧密结合生态学的模块，学生学习了有

关生物与环境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了解生命活

动的本质。对系统分析形成概念，了解如何进行系统分

析，也提高了他们对生命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对环境关

系的认识和理解，树立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为

学生形成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奠定了基础，教育学生践

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另外，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

该注重在课堂或课后通过各种方式培养，提高学生的生

态意识，并采取因地制宜、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学

生理解基础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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