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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 01 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 
（题型分析+解题技巧+真题研析+题型特训，全方位提升）

课标要求 考点要求 考向 命题角度

针对特定的生物学内容，运用

生物学、物理、技术、工程学

等学科概念，以及“结构与功

能”“尺度、比例和数量”“系统

与模型”等跨学科概念，选择

恰当的材料，设计并制作模

型，直观地表征相应的结构与

功能，提升探究实践能力。

考向一  模型制

作类跨学科实践

活动

角度 1 制作可调节的眼球成像模型，

提出保护眼健康的方法。

角度 2 制作实验装置，模拟吸烟有害

健康。

角度 3 设计并制作能较长时间维持平

衡的生态瓶。

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可以综合

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考

虑 “结构与功能 ”“物质与能

量 ”“因果关系 ”等跨学科概

念，设计恰当的装置，以满足

生物生长的需要。

考向二  植物栽

培和动物饲养类

跨学科实践活动

角度 1 探究栽培一种植物所需的物理

和化学环境条件。

角度 2 探究植物无土栽培条件的控

制。

角度 3 探究影响扦插植物成活的生物

和非生物因素。

角度 4 饲养家蚕，收集我国养蚕的历

史资料。

角度 5 制作水族箱，饲养热带鱼。

真 实 情

境中的问题

解决，通常

需要综合运

用科学、技

术、工程学

和数学等学

科的概念、

方 法 和 思

想，设计方

案并付诸实

施，以寻求

科学问题的

答案或制造

相关产品。

发酵食品的制作可以运用传统

的发酵技术来完成；发酵食品

的改良需要好的创意，运用多

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发酵的

条件控制、装置的改进、食材

的选择等方面不断尝试。

考向三  发酵食

品制作类跨学科

实践活动

角度 1 收集当地面包酵母菌种，比较

发酵效果。

角度 2 设计简单装置，制作酸奶。

角度 3 制作泡菜，探究影响泡菜亚硝

酸盐浓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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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是新课标七大主题之一。是培养和检验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与个人发展素养的

重要方式，义教新课标(22 版)要求该部分要占课程内容和课时量的 10%。

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以生物学科内容为主,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等科学的概念、

方法和思想，设计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寻求科学问题的答案或制造相关产品。这部分教学内容的设计突出

实践性、探究性，强调要超越学科中心，加强学科之间的融通与互动，开展跨学科的主题学习、项目学

习，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同时，注重学生在实践性学习活动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亲身

经历实践过程，体验实践活动，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主要依托参观、调研、制作、实验等形

式,多主题、多层次(知识类、体验类、动手类、探究类等)的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程具有实践性、综合

性和开放性三个典型特征。

►考向一  模型制作类跨学科实践活动

本考点为必考考点，多以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形式考查，建议重点掌握和应用，属中度或难度题。

解题技巧

1、认真审读试题，分析其中所涉及的生物学内容，设计并制作模型时要选择恰当的材料，直观地表

征相应的结构与功能。

2、跨学科实验活动一般都是探究实验，答题过程中要结合探究实验过程及原则完成相关习题。

3、设计并制作能较长时间维持平衡的生态瓶，根据水生生态系统的组成,以及“尺度、比例与数量”

“稳定与变化”“系统与模型”等跨学科概念，利用生活中简单易得的透明材料制作装置，装入水、塘泥

和不同的水生生物，制作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生态瓶。

命题角度 1 制作可调节的眼球成像模型，提出保护眼健康的方法。

1．（2023•呼伦贝尔）贝贝和实践小组的同学们制作了一个可变焦的水透镜，模拟人的眼球成像过程（如

图）推拉注射器可调节水透镜的曲度。模型中的水透镜、光屏分别模拟了（　　）

①瞳孔

②晶状体

③睫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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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视网膜

⑤大脑皮层

A．②④ B．②⑤ C．①④ D．③⑤

命题角度 2 制作实验装置，模拟吸烟有害健康。

2．（2023•包头）为模拟观察香烟烟雾对气管的危害，某同学用如图装置模拟吸烟动作进行如下实验：打

开止水夹，用洗耳球抽取排水管中的空气使空气泵中的液面下降，烟雾就会持续进入烟雾收集器的培养

液中。使用显微镜观察发现草履虫运动明显变慢，进一步观察发现其纤毛被香烟烟雾中的焦油黏结。关

于该实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该过程模拟了人的呼吸运动

B．实验结果表明香烟烟雾影响草履虫纤毛摆动

C．草履虫的纤毛模拟了气管中的纤毛

D．根据实验结果可推测香烟烟雾对气管有危害

命题角度 3 设计并制作能较长时间维持平衡的生态瓶。

3．（2023•遂宁）为探究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某校生物学兴趣小组设计了表格中的方案（滴加 1%BTB 溶

液后，若二氧化碳少，则溶液呈蓝色，若二氧化碳多，则溶液呈黄色。碳酸氢钠的作用是提供二氧化

碳。）。请分析并完成下列问题。

组别

不加碳酸氢钠 加入碳酸氢钠 加入碳酸氢钠

排出瓶内空气

光照 光照 遮光

放于适宜温度下

处理方法

取瓶中少量液体，滴加 1%BTB 溶液，观察颜色变化

实验前 蓝色 黄色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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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后 蓝色 ① 黄色

产生气体情况 无 有 无

（1）甲组与乙组进行对照，可探究 　      　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实验后，用带火星的卫生香检验乙

中产生的气体，会出现 　   　现象。表中①处的颜色为 　     　。

（2）甲与丙不能作为一组对照实验，其原因是                          　。

（3）试验后丙组颜色未发生变化，其原因是 　                                        　。

（4）要使表中装置构成一个生态瓶，除换掉蒸馏水外，还需添加的成分是 　     　。

A.金鱼

B.泥沙

C.金鱼、泥沙

D.氧气

►考向二  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类跨学科实践活动

本考点为必考考点，多以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形式考查，建议重点掌握和应用，属中度或难度题。

解题技巧

1、解答此类试题要考虑“结构与功能”“物质与能量”“因果关系”等跨学科概念，设计恰当的装

置，以满足生物生长的需要。

2、探究栽培一种植物所需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条件，根据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条件，选择适宜的

土壤，在土壤中栽培一种植物，定期浇水、适时施肥、松土。观察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设计表

格，记录和交流株高、叶片数量、叶片大小、开花结果的时间和数量等信息。

3、根据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条件，选择或设计恰当的装置，利用营养液无土栽培一种植物，定

期补水、更换营养液、通气。观察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设计表格,记录和交流株高、叶片数量、

叶片大小、开花结果的时间和数量等信息。

命题角度 1 探究栽培一种植物所需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条件。

4．（2023•赤峰）现代农业基地利用温室大棚进行蔬菜栽培，要提高北方地区冬季大棚蔬菜的产量，可采

取的有效措施有（　　）

①定期合理灌溉施肥

②适当延长光照时间

③提高氧气浓度

④维持大棚内高温环境

⑤增大大棚内昼夜温差

⑥定期增加大棚内二氧化碳浓度

A．①②④⑥ B．②③④⑤ C．①②⑤⑥ D．③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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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角度 2 探究植物无土栽培条件的控制。

5．（2022•菏泽）为探究无机盐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某兴趣小组取 15 个烧杯，均分为甲乙丙三组，每

组分别倒入等量且适量的土壤浸出液、无土栽培营养液和蒸馏水，再分别把 15 株生长状况基本相同的

油菜幼苗放入烧杯中，在相同且适宜的环境下培养 6 天。实验开始前和结束时，分别称取植株的重量，

计算其重量增加的比例，结果如下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增重比例
组别 培养液

植株① 植株② 植株③ 植株④ 植株⑤ 平均值

甲 土壤浸出液 56 52 57 55 59 55.8

乙 无土栽培营养液 65 63 62 67 66 64.6

丙 蒸馏水 33 37 36 31 34 34.2

A．甲、丙两组对照，变量是无机盐

B．每组求平均值，使实验结果更加可靠

C．油菜植株生长最快的是乙组

D．此实验的结论是植物生长发育需要含氮、磷、钾较多的无机盐

命题角度 3 探究影响扦插植物成活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

6．（2023•长沙）绿萝是一种室内观叶花卉，常用水培扦插进行繁殖。为找到绿萝水培扦插的最好方法，

研究小组将若干长势良好的绿萝插条用不同溶液处理后，放置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水培，定期测量并记

录根的数量和长度。一个月后结果如下表所示：

某生根粉溶液
处理方式 清水

10 毫克/升 20 毫克/升 40 毫克/升 80 毫克/升

平均生根数量（根） 4.4 4.5 5.6 4.3 4.2

根平均长度（厘米） 6.13 6.50 7.32 5.40 4.92

（1）用绿萝插条进行水培扦插，这种生殖方式属于 　         　。

（2）实验中有一组用清水处理的目的是 　     　。光照培养箱在通风条件下需设置好恰当的光照强

度、光照时间、　     　和湿度等条件，满足绿萝正常的生长需求。

（3）实验结论：该生根粉溶液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能促进绿萝生根，在 　   　毫克/升左右效果最好，

但浓度过高会        　绿萝生根。

命题角度 4 饲养家蚕，收集我国养蚕的历史资料。

7．（2023•无锡）根据下列材料，请分析回答：

材料一：相传，自泰伯奔昊，教民蚕桑，无锡的桑蚕业至今有三千多年了。据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

“丝旧惟开化乡有之，自同治初经乱田荒，人多植桑饲蚕，辄获奇羡，其风始盛，延及于各乡。”由

此，种桑养蚕逐渐在无锡各乡普及蔓延，桑、蚕、茧、丝形成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无锡也就成为远

近闻名的“丝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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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家蚕一般每 5～6 天蜕皮一次。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的状态称为“眠”。经过 4 眠后，体内绢丝腺

发育成熟，停止取食，吐丝结茧，在茧内化蛹。蛹经过 10 余天羽化成蚕蛾。雌、雄蚕蛾均不取食，即

进行交配。交配后雄蛾死去，雌蛾产卵后死去。

（1）用蚕种孵化家蚕，孵化温度一般控制在 20℃～25℃孵化时间需 10 天左右。采摘 　    　饲养，

每天清理饲养纸盒。

（2）家蚕的一生要经过卵、　    　、蛹和成虫四个时期，发育过程中，其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上有

着明显的差别，这样的发育过程叫做 　            　。

（3）饲养过程中，每天观察记录家蚕的形态变化及表现。最初看到饲养纸盒中死亡的蚕蛾的性别最可

能是 　 　性，理由是 　                                                        　。

命题角度 5 制作水族箱，饲养热带鱼。

8．（2023•苏州）研究人员在黑暗条件下用不同浓度戊二醛（消毒剂）对水族箱内的香蕉草（沉水植物）

进行处理。7 天后测量其所处水体中溶解氧的减少量，结果如图。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黑暗条件可避免光照对实验的干扰

B．香蕉草的呼吸作用消耗了水体溶解氧

C．戊二醛浓度越高溶解氧减少量越低

D．戊二醛可能增强了香蕉草的呼吸作用

►考向三  发酵食品制作类跨学科实践活动

本考点为必考考点，多以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形式考查，建议重点掌握和应用，属中度或难度题。

解题技巧

1、充分理解传统的发酵技术的生物学理论，重点是发酵的条件控制、装置的改进、食材的选择等。

2、发酵技术的应用,一般和化学联系比较多,常考的相关知识点如下：

①酵母菌发酵:酵母菌分解葡萄糖产生二氧化碳,用于制作馒头、面包;酵母菌在无氧的情况下,分解葡萄

糖产生酒精,用于酿酒。

②乳酸菌发酵：乳酸菌在无氧情况下分解葡萄糖产生乳酸,用于制作酸奶、泡菜。

③甲烷菌生产清洁能源：甲烷菌在无氧情况下分解有机物产生的氢和二氧化碳结合生成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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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验证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命题角度 1 收集当地面包酵母菌种，比较发酵效果。

9．（2023•呼伦贝尔）馒头、面包等食品的制作都利用了酵母菌，为探究酵母菌的发酵过程及影响因素，

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了如下实验。有关分析正确的是（　　）

A．甲、丙组的实验变量是有机物

B．一段时间后气球能胀大的是乙、丁组

C．若探究温度对发酵的影响，应选择甲、丁组

D．气球能胀大是因为酵母菌分解葡萄糖产生了氧气

命题角度 2 设计简单装置，制作酸奶。

10．（2023•遂宁）学习发酵技术后，一位同学试着按如下步骤制作酸奶：①容器煮沸；②牛奶煮开后冷

却至 35℃左右；③加入两勺酸奶，搅拌均匀；④密封，保温发酵。下列关于这位同学的操作，叙述错

误的是（　　）

A．步骤①是为了对容器进行消毒

B．加酸奶后搅拌，有利于充分发酵

C．步骤③是为了加入乳酸菌菌种

D．步骤④密封是为了防止牛奶溢出

命题角度 3 制作泡菜，探究影响泡菜亚硝酸盐浓度的因素。

11．（2023•常州）制作泡菜的过程中，应控制亚硝酸盐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避免对人体产生危害。某兴趣

小组研究不同浓度食醋对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具体做法为：

①称取等量白菜 4 份；

②每组均加入等量 7%盐水、鲜姜和辣椒；

③加入浓度分别为 0、0.3%、0.6%、0.9%的食醋；

④每天测泡菜中亚硝酸盐含量，连续测 10 天，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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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作泡菜所利用的微生物是 　  　，它与酵母菌的细胞结构相比，主要是没有成形的 　  　。

（2）设置食醋浓度为 0 的组，目的是 　             　。

（3）随着制作时间增加，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趋势均表现为先 　  　后 　  　（选填“上升”或

“下降”）。

（4）据图分析当食醋浓度为   　时，抑制作用最强；食醋浓度过高或过低，抑制作用均 　 　（选填

“上升”或“下降”）。

（5）依据本实验的结果，提出一条家庭自制泡菜的建议 　                               　。

1．（2023•重庆）为改善队员的膳食结构，我国南极科考站科技人员克服困难，实现了蔬菜的无土栽培。

其营养液的主要成分是（　　）

A．糖类和维生素 B．水和无机盐

C．脂肪和淀粉 D．蛋白质和葡萄糖

2．（2023•赤峰）无土栽培技术为花卉、蔬菜及其他作物生产的工厂化、自动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该技

术能使植物从营养液里获得足够的（　　）

A．水和无机盐 B．无机盐和有机物

C．水和有机物 D．水、无机盐和有机物

3．（2023•宜宾）泡菜是人们喜爱的一种食品，但食用了腌制不当的泡菜可能会引起亚硝酸盐中毒（国家

规定亚硝酸盐在泡菜中的含量不能超过 20mg/kg）。某校课后服务的生物社团同学对“食盐浓度对泡菜

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进行了探究，探究结果如图。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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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实验中食盐浓度越高，亚硝酸盐含量的峰值越高

B．本实验中亚硝酸盐含量符合要求的食盐浓度为 15%

C．制作泡菜的原理是利用乳酸菌在无氧的条件下发酵

D．随着腌制时间的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先增加后减少

4．（2023•枣庄）兴趣小组的同学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制作酸奶。下列操作中错误的是（　　）

A．制订计划、合理分工

B．选择恰当的材料和工具

C．用未清洗的烧杯制作酸奶

D．在牛奶中加入适量的蔗糖

5．（2023•菏泽）菏泽水煎包是将面团发酵后制作的包子，放在刷过油的平底锅里，再加水面糊，以半蒸

半煎的方式制成。馅料一般有韭菜、羊肉等。成品外皮酥脆，香味浓郁，是鲁西南常见的美食。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

A．有无细胞壁是韭菜细胞和羊肉细胞的区别之一

B．羊肉中的脂肪在人体小肠内被消化为甘油和脂肪酸

C．面团发酵时，酵母菌进行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

D．面团发酵时间较长会变酸，是由于酵母菌产生乳酸

6．（2023•呼和浩特）小彧同学为自家花园的月季修剪枝条上枯萎发黄的叶片，松土并施肥，又挑选一部

分枝条准备按照扦插的技术要领和操作规范进行扦插繁殖。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修剪的枝条是由叶芽发育成的

B．松土为根的生长提供充足的空气

C．施肥的目的是为月季提供有机物

D．需将扦插茎段下方剪成斜向的切口

7．（2023•资阳）春节时，资阳某公园花展中有一株开了五种类型花朵的菊花，培养该菊花用到的方法是

（　　）

A．扦插 B．无土栽培 C．组织培养 D．嫁接

8．（2023•吉林）悠悠文明史，漫漫丝绸路。早在三千年前，我国人民就开始饲养家蚕，生产蚕丝。根据

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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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是家蚕发育过程各阶段的形态图，其发育的先后顺序是 　    　（填序号），这样的变态发

育过程称为 　          　。

（2）某同学在饲养家蚕过程中，观察到家蚕幼虫通常每 5～6 天蜕皮一次，其蜕去的“皮”实际是体表

的 　      　。

（3）该同学饲养的普通斑家蚕子代中出现了黑色斑个体，这种亲子间及子代个体间的差异，在遗传学

上称为 　    　。家蚕体色的黑色斑和普通斑是一对 　     　。

9．（2023•云南）“我劳动，我光荣”。小明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植物栽培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如图为

小明体内部分生理活动示意图，a、b 表示物质。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劳动前，小明吃了妈妈准备的早餐，早餐中的淀粉在小肠中被彻底分解为 　    　，该物质被吸

收后随血液运输，最后经 　      　（填血管名称）到达心脏的右心房。

（2）图中 b 进入血液后，血液变为颜色鲜红的 　    　血。b 随血液循环运输到骨骼肌细胞中，参与

有机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 　     　供劳动所需。

（3）劳动过程中，骨骼肌细胞产生的尿素等废物，经肾小球和肾小囊内壁的过滤（滤过）作用和肾小

管的 　     　作用形成尿液，最终排出体外。除图中所示的排泄途径外，这些废物还可以通过皮肤中

的 　   　分泌汗液排出。

（4）完成实践活动，需要各个器官、系统的统一协调配合，这有赖于 　    　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调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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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是某班级同学在跨学科实践活动中制作葡萄酒和葡萄醋的实验流程，据图分析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葡萄榨出的汁液主要来自细胞中的细胞质

B．制作葡萄酒和葡萄醋用到的主要微生物不同

C．酒精发酵和制作馒头都会用到酵母菌等微生物

D．用于醋酸发酵的醋酸杆菌通过分裂方式繁殖

2．小茜同学学习了发酵技术后，在家尝试制作酸奶，下列操作步骤中可能会导致酸奶制作失败的是

（　　）

A．将买回的新鲜牛奶煮沸灭菌

B．将制作酸奶所用的容器清洗干净

C．牛奶冷却后加入适量的酵母菌

D．将容器密封，放在温暖的地方

3．小红同学用长木板（①②）橡皮筋（③④）和螺丝钉（⑤）分别代表骨、骨骼肌和关节，制作了骨

骼肌牵拉骨运动的模型，如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④两端的肌腱要绕过⑤分别连在①和②上

B．若⑤表示肘关节，虚线箭头表示④收缩，则完成屈肘

C．①和②在结构层次上都属于器官

D．只要①➁③④⑤结构完好，动物就能运动

4．为开展跨学科实践，小明同学利用物理实验仪器做了相关探索，如图（其中内推注射器可以使水透镜

曲度变大，反之，变小），下列理解不科学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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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透镜相当于晶状体，注射器相当于睫状体

B．光屏相当于视网膜

C．当 F 光源向水透镜靠近时，为在光屏上看到物像，应向外拉注射器

D．为进一步完善实验，可在 F 光源和水透镜之间安装一个废弃的显微镜光圈，来模拟眼球的瞳孔

5．在跨学科实践活动中，某同学为探究栽培番茄所需的物理和化学条件，在校园温室大棚中栽培番茄。

以下操作中不合理的是（　　）

A．大棚中没有雨水冲淋，要合理施肥和灌溉

B．杂草会影响番茄生长，要清除杂草

C．可以人工控制条件，无需考虑种植密度

D．设计表格，记录番茄株高等信息

6．某校同学在跨学科实践活动中观察了萝卜的生长发育过程，并拍摄和绘制了如图几幅图片，请结合所

学判断下列解释不正确的是（　　）

A．萝卜的花实际上是一个花序

B．萝卜花的最重要的结构是花蕊

C．萝卜籽是由萝卜花的②发育而成的

D．腌制萝卜时，调料水的浓度大于萝卜根细胞液的浓度，根细胞失水

7．某学校组织了“文史理不分家”的跨学科项目化学习，让同学们通过收集资料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对于

力学的认识和思考，2022 年 11 月 12 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天舟五号装载了 3 名航天员 6

个月的食品，这些食品中营养物质主要储存在子叶的是（　　）

A．小麦 B．大豆 C．高粱 D．玉米

8．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规模宏大，跨国跨学科的科学探索工程。其宗旨在于通过测定人类染色体，从

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并且辨识其载有的基因及其序列，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试问要想

辨识人类所有基因，至少要测定多少条染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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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条 B．23 条 C．24 条 D．2 条

9．米酒是我国传统的特色饮品，用糯米酿制。同学们在跨学科实践活动中尝试米酒的制作，并检测酿制

过程中葡萄糖和酒精含量的变化，结果如图所示。据图分析，如果想品尝口味甜、酒味淡的米酒，最佳

食用时间是制作后（　　）

A．第 1 天 B．第 3 天 C．第 5 天 D．第 7 天

10．学校开展“建设绿色校园”跨学科实践活动，某小组设计了“利用小菜园为校园增绿”的实践项目，

为提高蔬菜的产量，他们进行了探究活动。请分析回答：

（1）同学们种植的小白菜生长周期约 60 天，幼苗出土 20 天左右移栽到实验槽进行相关实验。移栽时

可以采取的提高成活率的措施有 　                                   　（答出一点即可）。

（2）菜园采用滴灌方式浇水，水中含氧量是否会影响蔬菜产量呢？同学们研究了不同增氧方式对小白

菜产量的影响。

实验方案表

组别 水处理方式 小白菜数量 浇水频率

A 组 物理增氧（利用仪器震动） 24 株 1 次/3 天

B 组 化学增氧（加入化学药品） 24 株 1 次/3 天

C 组 普通自来水 24 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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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待研究问题，他们作出的假设是：　                            　。

②实验方案表中，起对照作用的是 　    　组；“a”应为 　               　。

③图 2、图 3 是部分实验结果，同学们将叶绿素相对含量作为预测产量的指标之一，原因是 　   　。

图 2 中三组叶绿素相对含量出现明显差异的时间约为第 　   　天。

④由图 3 可知，增氧能够提高蔬菜产量，推测原因是水中增氧有利于促进根的 　  　作用。两种增氧

方式中 　  　增氧最佳。

11．跨学科课堂上老师利用多种实验装置带领同学探究植物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根据实验装置图回答

下列问题：

（1）图一中用大豆种子进行探究呼吸作用的实验，若该实验结果符合预期，则图中乙瓶中的澄清石灰

水 　  　（填“变”或“不变”）浑浊，丁瓶中的变化是由种子产生的 　          　气体引起的。

（2）图二在密封的试管内放一片新鲜绿叶和二氧化碳缓冲液，毛细刻度管内红色液滴的移动距离可检

测试管内气体体积的变化（注：二氧化碳缓冲液能使试管内的二氧化碳体积始终不变，试管内液体体积

的变化忽略不计）。则试管中导致毛细刻度管内红色液滴移动的气体是 　     　，这一生理活动主要

在细胞的 　    　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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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实验可以解释“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因为绿色植物有利于维持生物圈中的 　   　平

衡。还通过吸收水分和 　  　作用参与水循环。

12．学校开展了动物饲养类跨学科实践活动，某生物学小组尝试在水族箱里饲养以下动物：

（1）孔雀鱼体态优美，尾鳍飘逸，在水族箱内游动时宛若神女下凡衣袂飘飘。其身体呈 　  　型，这

种体形可以 　                    　。

（2）黑壳虾是节肢动物，身体和附肢都 　  　，体表有保护身体的 　   　。斑马螺有着黄黑相间如

斑马般醒目的纹路，小巧美丽。它与黑壳虾都喜食藻类，可以防止水族箱中藻类数量过多，两者属于水

族箱生态系统组成中的 　    　（填“生产者”、“消费者”或“分解者”）。孔雀鱼、黑壳虾和斑马螺

等动物共同促进了这个生态系统的 　  　循环。

（3）水族箱中的各种动物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总是维持

在 　          　的状态，保持了水族箱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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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 01 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 
（题型分析+解题技巧+真题研析+题型特训，全方位提升）

课标要求 考点要求 考向 命题角度

针对特定的生物学内容，运用

生物学、物理、技术、工程学

等学科概念，以及“结构与功

能”“尺度、比例和数量”“系统

与模型”等跨学科概念，选择

恰当的材料，设计并制作模

型，直观地表征相应的结构与

功能，提升探究实践能力。

考向一  模型制

作类跨学科实践

活动

角度 1 制作可调节的眼球成像模型，

提出保护眼健康的方法。

角度 2 制作实验装置，模拟吸烟有害

健康。

角度 3 设计并制作能较长时间维持平

衡的生态瓶。

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可以综合

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考

虑 “结构与功能 ”“物质与能

量 ”“因果关系 ”等跨学科概

念，设计恰当的装置，以满足

生物生长的需要。

考向二  植物栽

培和动物饲养类

跨学科实践活动

角度 1 探究栽培一种植物所需的物理

和化学环境条件。

角度 2 探究植物无土栽培条件的控

制。

角度 3 探究影响扦插植物成活的生物

和非生物因素。

角度 4 饲养家蚕，收集我国养蚕的历

史资料。

角度 5 制作水族箱，饲养热带鱼。

真 实 情

境中的问题

解决，通常

需要综合运

用科学、技

术、工程学

和数学等学

科的概念、

方 法 和 思

想，设计方

案并付诸实

施，以寻求

科学问题的

答案或制造

相关产品。

发酵食品的制作可以运用传统

的发酵技术来完成；发酵食品

的改良需要好的创意，运用多

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发酵的

条件控制、装置的改进、食材

的选择等方面不断尝试。

考向三  发酵食

品制作类跨学科

实践活动

角度 1 收集当地面包酵母菌种，比较

发酵效果。

角度 2 设计简单装置，制作酸奶。

角度 3 制作泡菜，探究影响泡菜亚硝

酸盐浓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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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是新课标七大主题之一。是培养和检验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与个人发展素养的

重要方式，义教新课标(22 版)要求该部分要占课程内容和课时量的 10%。

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以生物学科内容为主,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等科学的概念、

方法和思想，设计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寻求科学问题的答案或制造相关产品。这部分教学内容的设计突出

实践性、探究性，强调要超越学科中心，加强学科之间的融通与互动，开展跨学科的主题学习、项目学

习，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同时，注重学生在实践性学习活动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亲身

经历实践过程，体验实践活动，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主要依托参观、调研、制作、实验等形

式,多主题、多层次(知识类、体验类、动手类、探究类等)的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程具有实践性、综合

性和开放性三个典型特征。

►考向一  模型制作类跨学科实践活动

本考点为必考考点，多以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形式考查，建议重点掌握和应用，属中度或难度题。

解题技巧

1、认真审读试题，分析其中所涉及的生物学内容，设计并制作模型时要选择恰当的材料，直观地表

征相应的结构与功能。

2、跨学科实验活动一般都是探究实验，答题过程中要结合探究实验过程及原则完成相关习题。

3、设计并制作能较长时间维持平衡的生态瓶，根据水生生态系统的组成,以及“尺度、比例与数量”“稳

定与变化”“系统与模型”等跨学科概念，利用生活中简单易得的透明材料制作装置，装入水、塘泥和不同的

水生生物，制作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生态瓶。

命题角度 1 制作可调节的眼球成像模型，提出保护眼健康的方法。

1．（2023•呼伦贝尔）贝贝和实践小组的同学们制作了一个可变焦的水透镜，模拟人的眼球成像过程（如

图）推拉注射器可调节水透镜的曲度。模型中的水透镜、光屏分别模拟了（　　）

①瞳孔

②晶状体

③睫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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