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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而兴趣的培养是第一学段教学的一个重点与难
点。 如何营造一种书法艺术氛围，感染学生，让他们燃起对写好字的希望之火呢？ 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利用儿歌引导方向。 对于初学写字的小学生来说，课堂板书、执笔方法、手写规
则等都是枯燥难记的。 但如果采用音乐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吟唱的同时，就能很容
易记住相关知识点。 如“写字时，要注意，肩要平，头摆正，一尺一拳距离要记清，手离
笔尖一寸高，两脚平放有精神。 ”“田字格，四条边，字要写在正中间，上下左右不挨
线，行列稳齐一线穿”等。

巧编故事激发热情。 可以根据某些字的特殊形义编一个小“童话”来记忆。 如
“闯”字，可以这样说：相传在古代，有一户人家，家里生活美满，平安幸福。 可是有一
天，一匹马突然闯进了他们家的大门，随后马的主人也赶过来向他们真诚道歉。 于
是，这家的小孩逢人便说：“有一匹马闯进了我家的大门。 ”

适当奖励提高自信。 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过：“人性中最深切的本质，是被人赏
识的渴望。 ”每次作业点评时，教师要适当采用激励原则，对写得一手好字的优生，学
习态度比以前有进步的后进生，予以平等的精神物质奖励，诸如颁发动漫贴画、大红
花、作业本等，这时学生心理上没有压力，才会更自觉地学好汉字，真正去感受流动
的线条之美。

开展活动培养爱好。 此举不仅能陶冶孩子的情操，增长其见识,还可以提高个人
素质。 让他们在快乐中成长，在写字中成才。 作为教师，我们可以每周让孩子选一个
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字，参与评选班级“写字小能手”、“进步小写手”。 也可组织每个
人加入课外书法（写字）兴趣小组，对优秀习作进行展览，推荐发表。 通过评比、展览、
表扬，让初有成绩的人获得“成功之喜”，激发潜力。

总之，写字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可太过心急，急于求成，让孩子获得动
力是根本，教师要根据大家的身心发展特点，大胆摸索，让祖国的“花蕾”养成乐写、
善写汉字良好习惯，并为下阶段学习甚至终身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014年有机化学试题命题趋势：以考查有机化学基础的综合能力为主，在情境设
置上既源于课本教材，又关注社会热点；命题时适当给出新的信息，以考查学生应用信
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设问时，将结合实验、计算等内容，考查有机分子式的推断和书
写，化学方程式、结构简式的书写以及有机反应的基本类型，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等。
命题时以框图的形式呈现，信息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环环相扣。 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
题的情境中，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复习时要结合《考试说明》中考点范例的分析，明确有机化学知识考什么，怎么考，
从而在复习过程中做到心中有纲。

1．夯实基础抓主干，注重基础性
高考复习备考一定要降低重心，淡化“热点”，立足基础，回归教材，抓主干知识，对考纲
规定的每个知识点都要认真落实，把握相关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形成坚实的知识体系。

⑴从 7个方面检查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
①有机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②各类有机典型代表物的结构与性质③有机反应基

本类型④重要有机物质的转化关系⑤有机化工、环保、用途等⑥有机实验⑦有机计算。
⑵抓住物质结构主线。
①从结构上认识各类有机物的性质及反应规律；②从结构上分清重要有机物的异

同及理解一些概念；③分子里原子或原子团间的相互影响；④注意多官能团有机物的
性质和反应。

⑶不能忽视物理性质。 重点关注状态、密度和溶解性。
①常温下呈气态： 分子内碳原子数小于或等于 4的烷烃、 烯烃、 炔烃； CH3Cl；

HCHO等。
②与水分层比水轻：烃（己烷、苯、甲苯和汽油等）、酯（CH3COOCH2CH3 和油脂

等）。
③与水分层比水重：卤代烃（CCl4、溴乙烷和溴苯等）、液态苯酚等
2．建立网络系统，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有机化学知识点较多，难以掌握和记忆
在复习中通过分析对比，前后知识联系综合归纳，把分散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网络化。 作“意义记忆”和抽象“逻辑记忆”。 以“结构决定性质与制法”的逻辑关系为桥
梁，理清有机物的相互转化关系，建立知识网络图。如果具备将知识横向和纵向统摄整
理成网络的能力，有了网络图和化学方程式的有序储存，在解推断题和合成题时，才能
迅速将网络中的知识调用、迁移，与题给信息重组，使问题得到解决。 这样在知识再次
加工和整理的过程中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3．将 STS 问题与化学知识紧密结合，体现学科的发展性和时代性
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也应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生活中与科学技术、生产

有关的热点问题，在教学设计中重视使用 STS 路线，情景素材可以联系生活实际（如：
医药、材料、能源、环保等），再结合图像、图表、数据、化学生产流程等，培养学生在对信
息的阅读、分析、整理、重组、再应用的能力，培养学生将已学的内容应用到广泛的情景
中去的能力，可以以书本上的生活常识为背景，也可以联系一些现代科技，最新的发展
动态，以促进学生在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使教学更具时代
性。

4．养成自学习惯，培养自学能力
有机信息迁移题主要是考查考生敏捷地接受新信息， 并将新信息与旧知识相结

合，由形似模仿变成神似模仿，以及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应用新信息的自学能力。 培
养自学能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在学习中养成自我获取知识、独立思考的习惯，经常对
教师的讲授和教材内容提出质疑，不断对所学知识进行自我总结和自我完善。 二是结
合近几年高考试题中的有机信息迁移题作为范例进行训练。 懂得怎样审题，怎样从试
题给出的信息中寻找与解题有关的主要信息，排除干扰信息；怎样将信息和课本知识
相结合，建立新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和推理。

无论怎样，能力考查是高考永恒的主题。“知识 +能力 +方法”可获得成功。

有机化学复习的方法与策略
祁阳一中 桂又久

教育参考
激发孩子的写字兴趣

洞口县洞口镇马渡完小 祖创锦

理综生物遗传题的突破
祁阳一中 覃梅芳

遗传题作为新课标理科综合测试每年的必考题，通常以非选择题出现。笔者对近几年高考真题
进行深度剖析并结合日常教学经验总结出一些高考理综遗传题具体突破方法， 在此跟大家分享交
流。

一、合理引入相关数学思想和解题方法
众所周知，生物学中遗传题对学生逻辑推理能力要求较高，若能灵活应用相关数学思想和解题

方法可大大降低遗传题难度。如在解决关于复等位基因基因型种类问题时，可适当引入数学中的排
列组合及分类讨论思想引导学生总结出相关公式：

例 1（原创）：若某 XY 性别决定的生物体色由一组复等位基因 B1� B2� B3�……Bn 控制，该生物
体色基因型共有几种？（只考虑常染色体和 X染色体特有区段）

解：①当该组复等位基因位于常染色体时基因型种类为：

（杂合子）+� n（纯合子）

②当该组复等位基因位于 X染色体时基因型种类为：

（雌性个体杂合子）+� n（雌性个体纯合子）+� n（雄性个体）

二、以不变应万变
每年遗传题考查知识点的载体灵活多变，但知识点未变，重在对两大遗传定律的考查。 落实基

因分离定律、解题时紧扣“先分后合”思想，基因自由组合定律相关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首先对相关
数据比例要敏感，且能适当拆分。 如遇 3/8应拆为 1/2×3/4，其中 1/2应联想到 Aa×aa、XBXb×XbY
或 XbXb×XBY；其中 3/4 应联想到 Aa×Aa 或 XBXb×XBY。 其次在于例题的选取，遗传题例题重在

“精”和“变”，即：精选例题，并对相应例题进行改编作为变式练习。
现以具体改编实例分析如下：
例 2：(2012年高考四川卷第 31 题，节选)果蝇的眼色由两对独立遗传的基因(A、a 和 B、b)控制，

其中 B、b仅位于 X染色体上。 A和 B同时存在时果蝇表现为红眼，B存在而 A不存在时为粉红眼，
其余情况为白眼。

（1）一只纯合粉红眼雌果蝇与一只白眼雄果蝇杂交，F1 代全为红眼。
①亲代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F1 代雌果蝇能产生 种基因型的配子。
②将 F1 代雌雄果蝇随机交配，使得 F2 代粉红眼果蝇中雌雄比例为 ，在 F2 代红眼

雌果蝇中杂合子占的比例为 。
（2）果蝇体内另有一对基因 T、t，与基因 A、a不在同一对同源染色体上。当 t基因纯合时对雄果

蝇无影响，但会使雌果蝇性反转成不育的雄果蝇。 让一只纯合红眼雌果蝇与一只白眼雄果蝇杂交，
所得 F1代的雌雄果蝇随机交配，F2 代雌雄比例为 3∶5，无粉红眼出现。

①T、t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亲代雄果蝇基因型为 。
②F2 代雄果蝇中共有 种基因型， 其中不含 Y 染色体的个体所占比例

为 。
答案：（1）①aaXBXB� � � 4� ②2：1� 5/6�（2）①常 ttAAXbY� ②8� 1/5

� � � 改编题：果蝇为 XY型性别决定的昆虫，是遗传学常用的材料。研究得知果蝇染色体上有一个
隐性基因 t，在纯合时导致雌蝇转化为不育雄蝇，但在雄果蝇中没有性转变效应；果蝇的眼色有红眼
和白眼之分，由基因 B和 b控制。T-t、B-b两对等位基因独立遗传。某科研人员选择一对雌雄果蝇
做了相关实验，过程及部分结果记录如下表。 请回答以下问题：

（1）基因 T-t位于 （常、X）染色体；亲本雄果蝇基因型为 。
（2）F1 的雄果蝇共有 种基因型，其中不育雄性个体基因型为 。

F2 雌雄比例为 。
（3）若亲本雌果蝇为白眼，F2 中各种表现型及比例为 。
解析：由题意知，F1 雌雄比例不等，故 F1 必有纯合子(tt 或 XtXt)雌性，说明亲本双方均含 t（无

论是否在 X染色体上）；F1 红白两种眼色与性别有关，且两对等位基因独立遗传，则 B-b 在 X 染色
体上，而 T-t 在常染色体上；♀：♂=1:3，说明 F1 雌性 1/2 性转变为不育雄性，联想到：♀（4-2）：♂
（4+2）或♀（2-1）：♂（2+1）即亲本有两种情况：

由以上可知只考虑等位基因 T-t时，F1 雌雄果蝇随机交配 F2 中：
Tt×1/2Tt→3/8T_、1/8tt；Tt×1/2tt→2/8Tt、2/8tt。 故 T_：tt=5:3。
F2 中雌果蝇有 3/8性转变为不育雄性，且 T-t与性别无关，所以两种亲本组合均存在：
♀（8-3）：♂（8+3），即♀：♂=5:11。
若亲本雌果蝇为白眼，F2 中：红眼：白眼 =1:1、♀：♂=5:11。
故：F2 中各种表现型及比例为：红雌：白雌：红雄：白雄 =5:5:11:11。

答案：（1）常 ttXBY� �（2）6或 3� � � � ttXBXB� 、ttXBXb 或 ttXBXb� � � � � � � � 5雌：11雄
（3）红雌：白雌：红雄：白雄 =5:5:11:11

� �本题难度较大，属于考试说明中理解、综合运用能力要求，着重考查自由组合定律、伴性遗传及
特殊性别决定方式等知识点，对学生审题、分析理解和数据处理能力要求较高。

F1� � � � � � � � � � � � � � � � F2（由 F1 雌雄果蝇随机交配而来）
性别比例（♀：♂） 1：3
� � � � �表现型 ♀为红眼，♂既有红眼也有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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