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 高二地
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实用15篇)

在知识点总结中，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概括
和解释知识。以下是一些精选的学习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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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度的递变：向东度数增大为东经度，向西度数增大为西
经度。

2、纬度的递变：向北度数增大为北纬度，向南度数增大为南
纬度。

3、纬线的形状和长度：互相平行的圆，赤道是最长的纬线圈，
由此往两极逐渐缩短。

4、经线的形状和长度：所有经线都是交于南北极点的半圆，
长度都相等。

5、东西经的判断：沿著自转方向增大的是东经，减小的是西
经。

6、南北纬的判断：度数向北增大为北纬，向南增大为南纬。

7、东西半球的划分：20°w往东至160°e为东半球，20°w往西
至160°e为西半球。

8、东西方向的判断：劣弧定律（例如东经80°在东经1°的
东面，在西经170°的西面）

9、比例尺大小与图示范围：相同图幅，比例尺愈大，表示的



范围愈小；

比例尺愈小，表示的范围愈大。

10、地图上方向的确定：一般情况，“上北下南，左西右
东”；

有指向标的地图，指向标的箭头指向北方；

经纬网地图，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指示东西方向。

11、等值线的疏密：同一幅图中等高线越密，坡度越陡；

等压线越密，风力越大；

等温线越密，温差越大。

12、等高线的凸向与地形：等高线向高处凸出的地方为山谷，
向低处凸出的地方为山脊。

13、等高线的凸向与河流：等高线凸出方向与河流流向相反。

14、等温线的凸向与洋流：等温线凸出方向与洋流流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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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环流系统的西部都是暖流，东部都是寒流。上述结
论，就是通过对三大洋流的分析后，推及出来的普遍规律。

2.抓一般推特殊

这是一种演绎推理的思维形式。摸透了地理事象变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后，就可推知个别的、特殊性地理事物的特征。
如，从气压带、风带和世界气候图上，可找出这样一条规律：
凡是南北纬40°—60°的大陆西岸，都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由此可知，英国、法国西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北
纬40—60°的大陆西岸，同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智利西部
南纬40°—60°的地带，同样为温带海洋性气候。

3.抓住对比找异同

既可从自然条件方面比较，也可从经济条件方面比较；

既可进行纵向比较，又可进行横向比较；

既可对同类事象比较，又可对相关而不同的事象比较。通过
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4.抓新知拓视野

每年高考都要涉及一些教材以外的新知识。所以，对报刊上的
“新闻”不可不留神。诸如：（1）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2）国内外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开工和竣工。（3）国内外
严重的自然灾害。（4）国内外新开辟的自然保护区和旅游胜
地。（5）地学新理论、新探索。（6）人类面临的问题——
资源、人口、环境。这些信息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对
他们灵活掌握地理知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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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将教材通读一遍，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知道定理
定律的适用条件，注意事项，这些都做到了之后，要把公式、
概念背的滚瓜烂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如果记不准，
那列方程求解就是错的。做一道题目错一道题目。背的时候
眼看、口念、手抄，让各个感官都收到刺激，以多种方式作
用于大脑，这样记得快、牢。考试时用错公式是最冤枉、最
徒劳无益的，就象出差时坐错了火车，怎么开也到不了目的
地。



二、公式理解记忆

学生在高中物理的学习中，会接触很多的高中物理公式，怎
么才能够记住这些公式呢！高中的物理公式比较多，而且很
多的公式非常的相近，学生要想学好高中物理，想要提高自
己的分数，就必须要对这些物理公式理解性的记忆。相同的
符号可能代表不同的物理量，就需要这些学生把这些物理公
式理解性的记忆之后，才能够灵活地应用于物理题目中。

三、大量练习物理题

有的物里知识点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学生基本上能够理解。
但是要真正地应用到屋里体重，这些学生会感觉非常的困难。
就是这些学生理解了公式的含义，理解了这些知识点的含义，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灵活应用到物理题目中，就需要这些学
生大量的练习物理题。

四、复习

有的同学课后总是急着去完成作业，结果是一边做作业，一
边翻课本、笔记。而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做
作业，而应该静下心来将当天课堂上所学的内容进行认真思
考、回顾，在此基础上再去完成作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复习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成以下两个步骤进行：首先不看课本、
笔记，对知识进行尝试回忆，这样可以强化我们对知识的记
忆。之后我们再钻研课本、整理笔记，对知识进行梳理，从
而使对知识的掌握形成系统。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四

学生一定要明确，现在正做着的题，一定不是考试的题目。
而是要运用现在正做着的题目的解题思路与方法。因此，要
把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加以反思，总结一下自己的收获。



二、主动复习与总结提高

（1）要把课本，笔记，区单元测验试卷，校周末测验试卷，
都从头到尾阅读一遍。要一边读，一边做标记，标明哪些是
过一会儿要摘录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在读材料时随时做标
记，告诉自己下次再读这份材料时的阅读重点。长期保持这
个习惯，学生就能由博反约，把厚书读成薄书。积累起自己
的独特的，也就是最适合自己进行复习的材料。这样积累起
来的资料才有活力，才能用的上。

（2）把本章节的内容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一部分
是典型问题。要把对技能的要求（对“锯，斧，凿子…”的
使用总结），列进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不要遗漏。

（3）在基础知识的疏理中，要罗列出所学的所有定义，定理，
法则，公式。要做到三会两用。即：会代字表述，会图象符
号表述，会推导证明。同时能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应用。

（4）把重要的，典型的各种问题进行编队。（怎样做“板凳，
椅子，书架…”）要尽量地把他们分类，找出它们之间的位
置关系，总结出问题间的来龙去脉。就象我们欣赏一场团体
操表演，我们不能只盯住一个人看，看他从哪跑到哪，都做
了些什么动作。我们一定要居高临下地看，看全场的结构和
变化。不然的话，陷入题海，徒劳无益。这一点，是提高高
中数学水平的关键所在。

（5）总结那些尚未归类的问题，作为备注进行补充说明。

（6）找一份适当的测验试卷。一定要计时测验。然后再对照
答案，查漏补缺。

三、重视改错，错不重犯

一定要重视改错工作，做到错不再犯。高中数学课没有那么



多时间，除了少数几种典型错，其它错误，不能一一顾及。
如果能及时改错，那么错误就可能转变为财富，成为不再犯
这种错误的预防针。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改错，这个错误就
将形成一处隐患，一处“地雷”，迟早要惹祸。有的学生认
为，自己考试成绩上不去，是因为自己做题太粗心。而且，
自己特爱粗心。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学习开汽车。右脚下
面，往左踩，是踩刹车。往右踩，是踩油门。其机械原理，
设计原因，操作规程都可以讲的清清楚楚。如果新司机真正
掌握了这一套，请问，可以同意他开车上街吗？恐怕他自己
也知道自己还缺乏练习。一两次能正确地完成任务，并不能
说明永远不出错。

四、图是高中数学的生命线

图是初等数学的生命线，能不能用图支撑思维活动是能否学
好初等数学的关键。无论是几何还是代数，拿到题的第一件
事都应该是画图。有的时候，一些简单题只要把图画出来，
答案就直接出来了。遇到难题时就更应该画图，图可以清楚
地呈现出已知条件。而且解难题时至少一问画一个图，这样
看起来清晰，做题的时候也好捋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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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过好语音关。

把每一个音标发正确，注意改正有问题的音素，特别是那些
容易混淆的音素，尽早地掌握国际音标，并尽量的掌握一些
读音规则，尽快地能利用读音规则来拼单词，掌握读音规则
对单词的记忆和拼写非常有用。

二、掌握一定数量的英语单词。

对于学习者来说掌握英语词汇是一难关，学习单词要从单词
的形、音、义这三方面去掌握，要注意单词的一词多义，一



词多类的用法，要学会一些构词法的知识，来扩展词汇量。
学习单词要在语言材料中去学，要结合词组，通过句子，阅
读文章来活记单词，死记的单词是记不牢的。坚持在读、说
前，先反复听，听的时候反应单词、句子的意思和节奏，想
一下单词的拼法、句子结构。并要同学习语法规则有机结合
起来进行。

三、掌握好基本语法。

语法在学习英语中也很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把握住英语的基
本规律，死的语法规则要记住，活的规则要通过做大量的练
习掌握。总之学习英语要通过听、说、读、写、译来进行操
练，不但要注意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质量，尤其是基本
知识要掌握的准确，熟练。只有经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做到
熟能生巧，运用自如。

四、提前预习，有的放矢 作为学生，在每次上课前，都要对
要学的课文提前预习。

首先在音标的帮助下试着拼读单词，也可以借助配套磁带反
复听，对比一下，把握不准的要标出来，注意上课老师的发
音，还要记一下单词的汉语意思和词性。借助课文的注释或
辅导材料，预习一遍课文，找出不明白的地方，做到心中有
数，在教师讲课时注意听这些地方。总之，预习的目的是熟
悉要学的内容，找出不明白的地方，带着问题听课，做到有
的放矢。

五、认真听课，积极配合 课堂是老师与学生一起学习、掌握、
运用知识的主要场所。

作为起主导作用的老师一方引导学生搞好课堂教学是很必要
的，但也需要学习者的积极配合。上课要专心听讲、作好笔
记、认真操练、积极思考。预习时出现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
没有讲到的，要向老师提出，把问题搞清楚，老师讲授的问



题，先注意听，下课后整理一下笔记，反复思考一下这些问
题，抓住老师所讲的重点，难点和考点。总之，上课时要做
到耳听、眼观、嘴动、脑想，调动起多个感官来。

六、完成作业，找出问题 学完每一课，要认真完成课后作业。

做作业时一定不要看参考书上题的答案，做完后再对答案，
对于作业中所出现的不明白的问题，应该记下来，等下次上
课时提出来。做作业是英语学习的很重要的环节，它是消化
知识和巩固知识的过程，一定要认真完成规定的作业，笔头
作业要动一动笔，口头作业要动一动嘴，提高听力要练一练
耳，课文在听和读的基础上，最好背诵某些精彩段落。总之，
要做大量的练习，英语是练出来的，一定不要偷懒。

七、及时复习，巩固知识。

学会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遗忘，但学语言有遗忘
现象是正常的。更不必因为有遗忘现象而影响自己学好英语
的信心与决心。问题在于怎样来减轻遗忘的程度。善于类比，
总结知识，把新学的知识同过去学的有关的知识进行横向和
纵向比较和联系。建立错误档案记录，加深印象，以避免再
反同样错误。我们大部分知识和技能是靠重复获得的，及时
复习对于记忆非常必要，学英语就是要坚持天天不断的练，
不断地重复基本句型，常用词汇和基本语法等。学习英语的
过程也是同遗忘做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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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化学反应体系中，反应开始时，反应物分子的平均能
量水平较低，为“初态”。在反应的任何一瞬间反应物中都
有一部分分子具有了比初态更高一些的能量，高出的这一部
分能量称为“活化能”。活化能的定义是，在一定温度下一
摩尔底物全部进入活化态所需要的自由能，单位是焦/摩尔，
单位符号是j/mol。



2.酶催化作用的特点

生物体内的各种化学反应，几乎都是由酶催化的。酶所催化
的反应叫酶促反应。酶促反应中被酶作用的物质叫做底物。
经反应生成的物质叫做产物。酶作为生物催化剂，与一般催
化剂有相同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相同点：

(1)改变化学反应速率，本身不被消耗;

(2)只能催化热力学允许进行的反应;

(3)加快化学反应速率，缩短达到平衡时间，但不改变平衡
点;

(4)降低活化能，使速率加快。

不同点：

(1)高效性，指催化效率很高，使得反应速率很快;

(2)专一性，任何一种酶只作用于一种或几种相关的化合物，
这就是酶对底物的专一性;

(3)多样性，指生物体内具有种类繁多的酶;

(4)易变性，由于大多数酶是蛋白质，因而会被高温、强酸、
强碱等破坏;

(5)反应条件的温和性，酶促反应在常温、常压、生理ph条件
下进行;

(6)酶的催化活性受到调节、控制;



(7)有些酶的催化活性与辅因子有关。

3.影响酶作用的因素

酶的催化活性的强弱以单位时间(每分)内底物减少量或产物
生成量来表示。研究某一因素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时，应
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独改变研究的因素。

影响酶促反应的因素常有：酶的浓度、底物浓度、ph值、温度、
抑制剂、激活剂等。其变化规律有以下特点。

(1)酶浓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在底物足够，其他条件固定的条
件下，反应系统中不含有抑制酶活性的物质及其他不利于酶
发挥作用的因素时，酶促反应的速率与酶浓度成正比。

(2)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在底物浓度较低时，反应速率
随底物浓度增加而加快，反应速率与底物浓度近乎成正比;在
底物浓度较高时，底物浓度增加，反应速率也随之加快，但
不显著;当底物浓度很大，且达到一定限度时，反应速率就达
到一个值，此时即使再增加底物浓度，反应速率几乎不再改
变。

(3)ph对酶促反应的影响每一种酶只能在一定限度的ph范围内
才表现活性，超过这个范围酶就会失去活性。在一定条件下，
每一种酶在某一个ph时活力，这个ph称为这种酶的最适ph。

(4)温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酶促反应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反应速
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但当温度升高到一定限度时，酶促反
应速率不仅不再加快反而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在一定条
件下，每一种酶在某一温度时活力，这个温度称为这种酶的
最适温度。

(5)激活剂对酶促反应的影响激活剂可以提高酶活性，但不是
酶活性所必需的。激活剂大致分两类：无机离子和小分子化



合物。

(6)抑制剂对酶促反应的影响抑制剂使酶活性下降，但不使酶
变性。抑制剂作用机制分两种：可逆的抑制作用和不可逆的
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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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体缺乏表现：缺水10%，生理紊乱；缺水20%，生命停止

2、作用：良好溶剂、输送、参与化学反应；水比热大，调节
体温、保持体温恒定

3、存在形式：自由水(大部分，参与上述2的作用)

结合水(少量，生物细胞组织中的成分)

二、无机盐：离子状态存在

谢活动和调节内环境稳定

实验2.1食物中的主要营养成分的鉴定

1、糖类：淀粉(非还原性糖)--碘液(蓝色)

还原性糖(葡萄糖、麦芽糖)--斐林试剂班氏试剂(加热后出现
砖红色)

2、蛋白质--(5%naoh和1%cuso4)双缩脲试剂(紫色)

3、脂肪--苏丹iii(橘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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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
问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它的能
量流动和物质的循环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状态就叫做生态平衡。

（2）稳定的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
动物和植物在数量上保持相对稳定；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
者构成完整的营养级结构，具有比较稳定的食物链和食物网。

（3）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因素

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因为生态系统内部
具有一定的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当生态系
统受到外来干扰时，只要这种干扰没有超过一定限度，生态
系统就能通过自动调节恢复平衡。但若外来干扰超过这个限
度，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
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九

1.生物体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基础。

2.从结构上说,除病毒以外,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
是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3.新陈代谢是活细胞中全部的序的化学变化总称，是生物体
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



4.生物体具应激性，因而能适应周围环境。

5.生物体都有生长、发育和生殖的现象。

6.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特征，使各物种既能基本上保持稳定，
又能不断地进化。

7.生物体都能适应一定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

8.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无机自然界都可以找到，没有
一种化学元素是生物界所特有的，这个事实说明生物界和非
生物界具统一性。

9.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和在无机自然界中的
含量相差很大，这个事实说明生物界与非生物界还具有差异
性。

10.各种生物体的一切生命活动，绝对不能离开水。

11.糖类是构成生物体的重要成分，是细胞的主要能源物质，
是生物体进行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

12.脂类包括脂肪、类脂和固醇等，这些物质普遍存在于生物
体内。

13.蛋白质是细胞中重要的有机化合物，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
开蛋白质。

14.核酸是一切生物的遗传物质，对于生物体的遗传变异和蛋
白质的生物合成有极重要作用。

15.组成生物体的任何一种化合物都不能够单独地完成某一种
生命活动，而只有按照一定的方式有机地组织起来，才能表
现出细胞和生物体的生命现象。细胞就是这些物质最基本的
结构形式。



16.活细胞中的各种代谢活动，都与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有密
切关系。细胞膜具一定的流动性这一结构特点，具选择透过
性这一功能特性。

17.细胞壁对植物细胞有支持和保护作用。

18.细胞质基质是活细胞进行新陈代谢的主要场所，为新陈代
谢的进行，提供所需要的物质和一定的环境条件。

19.线粒体是活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20.叶绿体是绿色植物叶肉细胞中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

21.内质网与蛋白质、脂类和糖类的合成有关，也是蛋白质等
的运输通道。

22.核糖体是细胞内合成为蛋白质的场所。

23.细胞中的高尔基体与细胞分泌物的形成有关，主要是对蛋
白质进行加工和转运;植物细胞分裂时，高尔基体与细胞壁的
形成有关。

24.染色质和染色体是细胞中同一种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两种形
态。

25.细胞核是遗传物质储存和复制的场所，是细胞遗传特性和
细胞代谢活动的控制中心。

26.构成细胞的各部分结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
联系、协调一致的，一个细胞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细胞
只有保持完整性，才能够正常地完成各项生命活动。

27.细胞以分裂是方式进行增殖，细胞增殖是生物体生长、发
育、繁殖和遗传的基础。



28.细胞有丝分裂的重要意义(特征)，是将亲代细胞的染色体
经过复制以后，精确地平均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去，因而在
生物的亲代和子代间保持了遗传性状的稳定性，对生物的遗
传具重要意义。

29.细胞分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它发生在生物体的整个生
命进程中，但在胚胎时期达到最大限度。

30.高度分化的植物细胞仍然具有发育成完整植株的能力，也
就是保持着细胞全能性。

31.新陈代谢是生物最基本的特征，是生物与非生物的最本质
的区别。

32.酶是活细胞产生的一类具有生物催化作用的有机
物.........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

1、食物的消化：一般都是结构复杂、不溶于水的大分子有机
物，经过消化，变成为结构简单、溶于水的小分子有机物。

2、营养物质的吸收：是指包括水分、无机盐等在内的各种营
养物质通过消化道的上皮细胞进入血液和淋巴的过程。

3、血糖：血液中的葡萄糖。

4、氨基转换作用：氨基酸的氨基转给其他化合物(如：丙xx
酸)，形成的新的氨基酸(是非必需氨基酸)。

5、脱氨基作用：氨基酸通过脱氨基作用被分解成为含氮部
分(即氨基)和不含氮部分：氨基可以转变成为尿素而排出体
外；不含氮部分可以氧化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也可以合
成为糖类、脂肪。



6、非必需氨基酸：在人和动物体内能够合成的氨基酸。

7、必需氨基酸：不能在人和动物体内能够合成的氨基酸，通
过食物获得的氨基酸。它们是甲硫氨酸、缬氨酸、亮氨酸、
异亮氨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等8种。

8、糖尿病：当血糖含量高于160mg/dl会得糖尿病，胰岛素
分泌不足造成的疾病由于糖的利用发生障碍，病人消瘦、虚
弱无力，有多尿、多饮、多食的“三多一少”(体重减轻)症
状。

9、低血糖病：长期饥饿血糖含量降低到50～80mg/dl，会出现
头昏、心慌、出冷汗、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等低血糖早期症
状，喝一杯浓糖水；低于45mg/dl时出现惊厥、昏迷等晚期症
状，因为脑组织供能不足必须静脉输入葡萄糖溶液。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一

1.通过复习旧知识的方式导入新课。

从旧知识导入新知识，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明确探索的目
标，是生物教学最常用的导入方法。教学过程中，讲授新课
之前，从新旧知识的联系中，抓住新旧知识的不同点，对旧
知识加以概括，提出即将研究的问题，这样既促进了旧知识
的巩固，又明确了本节课的学习目的、任务和重点，而且也
能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好奇心，产生积极寻找问题答案的强
烈愿望。这种方法能使学生掌握问题的实质，给学生学习新
知识打好基础。如在讲“植物体内物质的运输”一节时，通
过复习茎的结构以及韧皮部、木质部的构成导入新课，为学
习植物体内物质的运输作铺垫。

2.利用直观演示，让学生从观察实物和教具的方式导入新课。

采用直观教学，可以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为学生



架起由形象向抽象过渡的桥梁。教师若在教学中运用实物、
标本、挂图、模型等直观教具导入新课，可以使学生通过视
觉心领神会，从而引起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气氛。如在讲
授骨的结构时，先发给学生纵剖的长骨，让学生观察，在观
察时，教师提出观察的重点，提出思考的问题：骨端和骨中
部的结构是否一样?长骨骨质的外面有什么样的结构?这种结
构存在的部位如何?骨髓腔中有些什么物质?这种导入方法，
在让学生观察实物的过程中，既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又突出
了重点，很自然地为讲解新课《长骨结构》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

3.利用实验操作的方法导入新课。

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新教材中把强化
实验、通过实验手段探索知识，培养能力提到重要位置。新
教材中的实验探索穿插在正式课文之中，是课本的一个不可
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实验操作的方法导入新课，能帮
助学生认识抽象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通过
分析问题，探索规律。既长了知识，又学到了技能。同时学
生通过实验操作，既动脑又动手，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使课
堂气氛活跃，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在上“根对水分
的吸收”时，就运用“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这个实验引
入新课，在课前让学生自己用萝卜进行实验，上课时让学生
讲述自己观察的现象，并说明两个萝卜条为什么一个更加硬
挺，另一个却软缩了。利用这一实验，就很容易引入新
课“根对水分的吸收”。

4.从生产实验和生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出发导入新课，启发
学生懂得学习积极性。

通过学生生活中熟悉的事例或自身的生理现象导入新课，能
使学生有一种亲切感和实用感，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如在讲到“叶片的结构”时，把学生带到室外去，叫他们轻
摇小树，注意观察叶子的下落情况，重复几次后，把他们带



回教室，问小学生“叶片下落时，是正面向下，还是反面向
下?”学生齐声答“正面”。教师问，这是为什么呢?稍停后，
接着说，这与我们今天学习的“叶片的结构”有关，就这样
很自然地转入新课。再如讲授心脏和血管的生理功能时就要
讲到心率、心动周期等有关知识，就可以从实际问题导入来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用右手手指轻按左手腕桡骨头尺
侧，摸到脉搏后，说明这是桡动脉，它的搏动和心脏的跳动
是一致的。让学生数一数自己脉搏跳动的次数，半分钟后停
止，统计每分钟80次的人数，每分钟70—79次的人
数，60—69次的人数，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家都静坐在
教室里，而每个人的脉搏次数却不完全相同呢?心脏在人的一
生中都在不停的跳动为什么不会疲劳呢?……从而导入新课。
再如讲述“植物的营养繁殖”，通过了解不少学生对果树嫁
接有一点感性知识，据此可以设问：“要使一棵苹果树上既
结出国光苹果，又结出富士苹果两种果实，应采取什么方
法?”学生顿时情绪激昂，跃跃欲试，齐答“嫁接!”接着问：
“这是为什么呢?”学生对此回答不上来，我们这节课就来解
决这个问题。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二

一、动物的类群：

1、动物的种类多样，根据体内有没有脊椎，可以分为两大类：
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2、脊椎动物若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应为鱼类、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哺乳类。

3、鱼类的代表动物是鲫鱼，鱼类的特征是终身生活在水中，
用鳃呼吸，用鳍游泳。

4、鱼是靠尾鳍的摆动和躯干部扭动获得前进的动力;调整方
向用尾鳍，维持身体平衡用胸鳍、背鳍、腹鳍鳍等。



5、某同学想做鱼鳍有游泳中的实验，但一时找不到鱼，便用
一个模型来代替，这样的实验叫做模拟实验。

6、(p25)两栖动物的特点：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称为
蝌蚪，经变态发育变为幼蛙，此后营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
吸，同时用皮肤辅助呼吸。这类动物有青蛙、蟾蜍、大鲵等。

7、鸟类的特征：体表被羽毛，前肢变为翼，体内有气囊，体
温高而恒定。

8、鸟类适天飞行的特点如下：

(1)身体表面：呈流线型，被覆羽毛，前肢变为翼，翼呈扇面
结构，表面积大，可以扇动空气而飞行。

(2)运动系统：骨薄，长骨中空，胸骨突出，称为龙骨突，有
发达的胸肌。

(3)呼吸系统：特有的呼吸方式双重呼吸，主要靠的结构是气
囊。这种呼吸方式的特点是鸟类每呼吸一次，气体两次进出
肺。

(4)消化系统：食量大，直肠短。

(5)循环系统：心脏功能强劲。这些特点决定了鸟类可以快速
而且长久的飞行。

9、哺乳动物的特点：除个别的种类外，都具有体表被毛、胎
生、哺乳的特点。其代表动物是家兔，家兔体内有膈，将体
腔分为胸腔的腹腔;兔的牙齿分为门齿和臼齿，其作用分别是
切断和磨碎食物。肉食动物有发达的犬齿。这些特点都是和
它们的食性相适应的。

10、动物种类特别多，但只有两种是恒温动物，它们是鸟类



和哺乳类。

11、我们学过的无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原生动物、
腔肠动物、环节动物(如蚯蚓)、(节肢动物)分三类：(1)昆
虫(2)甲壳动物，如虾、蟹(3)其它：如蜘蛛和蜈蚣)

12、腔肠动物的特点是有口无肛门。举例海蜇、海葵、珊瑚
虫等。

13、蚯蚓的运动是靠肌肉的交替收缩和舒张并在刚毛的辅助
下完成的;呼吸是靠湿润的体壁进行的。将两条蚯蚓分别放于
光滑的玻璃板和粗糙的硬纸板上，运动速度在硬纸板上的快。

14、节肢动物的特点：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骼，
足和触角分节。

(外骨骼的作用有二，分别是防止水份的散失和保护身体内部
柔软的器官。)

15、昆虫的特点是：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胸部有三
对足和两对翅。

二、动物的运动：

16、高级动物的运动系统构成一般是骨、骨骼肌和骨连结。
若将运动系统比作作杠杆，则骨相当于杠杆，关节相当于支
点，骨骼肌提供动力。

17、关节的构成有关节面、关节囊和关节腔三部分。关节的
特点有牢固性和灵活性。

18、人在完成曲肘运动时，肱二头肌收缩，同时肱三头肌舒
张，共同完成了这个运动。

19、运动的完成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骨骼肌收缩，牵动



所附着的骨围绕着关节产生运动。

三、动物的行为：

20、动物的行为按表现可分为攻击行为、防御行为、繁殖行
为、贮食行为等。

21、动物的行为按来源可分为可分为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22、先天性行为指动物生来就有的，由遗传因素控制的。

23、学习行为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环境的作用，由
生活经验和学习而获得的行为。举例，如蚯蚓走迷宫、大山
雀喝牛奶、大猩猩摘香蕉、黑猩猩钓白蚁。

24、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往往有三个特征：有组织、有分工、
有的有等级。

25、白蚁的群体中有四种蚁，即工蚁、雄蚁、后蚁和兵蚁。
四种蚁是喂养其它三种蚁的是工蚁。

26、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声音、气味和
动作三种。

四、动物的作用

27、生态平衡：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总是维
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现象叫做生态平衡。

28、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29、目前，人们认为动物中最为理想的生物反应器是“乳房
生物反应器”。它的优点是少成本，少环节，少污染。

30、人们模仿生物的某些结构和功能创造各种仪器，这就是



仿生。如据蝙蝠发明雷达，据长颈鹿发明宇航服，据乌龟的
背甲发明薄壳。

五、细菌和真菌

31、区别细菌菌落和真菌菌落应该看大小、形态和颜色三方
面。(具体见p55)

32、培养菌落的方法有四步：配制培养养基、高温灭菌、接
种、恒温培养。

33、细菌和真菌的生活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水分、适宜的
温度和有机物。

34、显微镜的发明人列文。虎克(荷)，微生物学之父是法国
的巴斯德，青霉的发现是弗莱明(英)。

35、细菌的形态有三种：球形、杆形和螺旋形，故细菌也有
球菌、杆菌和螺旋菌三种。如痢疾杆菌、肺炎双球菌、霍乱
弧菌。

36、细菌的结构类似于植物细胞，即有细胞壁、细胞膜和细
胞质，但没有成形的细胞核，此外还有运动的鞭毛，起保护
作用的荚膜，有的还有为抵抗不良环境的芽孢。

37、真菌的形态各异，原因是有的是单细胞的，如酵毒菌，
有的是多细胞的，如青霉和蘑菇。但结构都相似，即都有细
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和成形的细胞核。故真菌也称真核生物
(已有了真正的细胞核)。

38、用蘑菇制作孢子印时，要用玻璃杯扣住的目的是防孢子
被风吹散。

39、细菌有的对人类有利，少数对人类有害。有利的如制作



酸奶和泡菜要用乳酸菌，制醋要用醋酸菌，制作味精要用棒
状杆菌，根瘤菌能为豆类作物提供含氮的无机盐，大肠杆菌
能为人和动物提供vb12和vk。有害的方面，有的能使为和动
物患病，如痢疾、霍乱、破伤风、鼠疫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软腐病菌能使蔬菜变坏。

40、真菌同样如此，有的真菌对人类有利，如制作面包要用
酵毒菌，酿酒、制作酱油、腐乳都要用到真菌，也有的对人
类有害，如脚癣、甲癣是由寄生的真菌引起的，小麦叶锈病、
棉花枯萎病等也是真菌引起的。

41、细菌的繁殖方式是分裂生殖，真菌是孢子生殖。

42、细菌和真菌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主要是因为它们的
营养方式主要是异养。此种营养方式又分三种类型，即寄生、
腐生和共生。

43、区别寄生、共生和腐生

若寄居对象是死的，如枯枝败叶，即为腐生;是活是，即为后
两种。后两种中，若对寄居对象有害，就是寄生，如痢疾杆
菌、使患甲癣的真菌;若双方互利互惠，即为共生。

44、熟记几种共生的例子：

(1)豆类作物和根瘤菌：豆类作物为其提供有机物，根瘤菌则
提供含氮肥的无机盐。

(2)动物和大肠杆菌：动物为其提供有机物，大肠杆菌则提供
维生素b12和维生素k。

(3)地衣：藻类植物为真菌提供有机物，真菌则提供水和无机
盐。



45、区别青霉和曲霉：一看孢子形态，扫帚状的为青霉，放
射状状的为曲霉;二看颜色，青绿色的为青霉，其它颜色的为
曲霉。

46、酵母菌能够分解葡萄糖，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

47、食物的腐败主要是由细菌和真菌引起的。故防腐的主要
原理就是杀死细菌或控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据此有许多防
腐的具体办法，如高温灭菌、腌制、渗透保存等。

48、污水处理时，一些细菌在有氧的条件下能将有机物分解
为二氧化碳和水，在无氧的条件下能分解为甲烷。

六、生物的多样性

49、在被子植物中常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花、果实和种子。

50、生物分类的七个等级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界、门、纲、目、
科、属、种。其中的单位是界。

51、分类单位越大，包含的种类越多，其中生物相似的特征
越少，亲缘关系越远。

52、马在生物上的地位是(见书)。

53、桃在分类上的地位是(见书)。

54、生物的多样性不仅是指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还包括基因
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的多样性。

55、我国是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国家，故有“裸子植物的故
乡”的美称。

56、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根本的措施是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
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57、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建立自然保护区。现
我国已建立1500多个，其中有保护大熊猫的卧龙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为保护完整的温带森林系统的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

58、为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自然
保护纲要》等法律和文件。

59、造成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的原因有滥砍乱伐、滥捕滥猎、
环境污染、生物入侵。

60、当前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人为破坏。

八年级生物的学习方法

1.纲要记忆法。

生物学中有很多重要的、复杂的内容不容易记忆。可将这些
知识的核心内容或关键词语提炼出来，作为知识的纲要，抓
住了纲要则有利于知识的记忆。

2.衍射记忆法。

以某一重要的知识点为核心，通过思维的发散过程，把与之
有关的其他知识尽可能多地建立起联系。这种方法多用于章
节知识的总结或复习，也可用于将分散在各章节中的相关知
识联系在一起。

八年级生物的学习技巧

(一)课前预习。预习是学生上课前的自学，是学生学习的预
备。同学们坚持经常课前预习，不仅使自己对即将上的新课
有个概括的了解，而且能对自己在新课中必须重点掌握的问



题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提高了同学们的自学能力。

(二)上新课是学习的中心环节。能否上好课，教师的教是一
方面，学生的学是更重要的方面，因此同学们要掌握听课的
方法。为此，同学们在上生物课时要做好以下几点：

(1)注意听，认真记。注意听不仅仅是要求同学们集中精力，
更重要的是听课要听思路，注意听老师是如何引人新课，怎
样展开讲解的，最后又是怎样归纳小结的。特别要注意理解
教师在讲课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和难点，并在不影响听课的前
提下记些要点。

(2)多动手、多观察。生物课l，教师根据教材内容的需要，常
常利用实物、标本、模型、挂图、课件等直观手段进行教学。
有时教师还领学生做些探究性实验，同学们应在教师指导下
多动手细观察，通过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对现象和过程进
行比较、分析，这样不但提高了自己的实验技能，同时培养
了自己的科研素质，同时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3)勤思考、多提问。上课前同学们应对教师讲的每个问题都
要认真地进行思考，尤其要重视教师的提问，不论提问谁，
都必须把自己置于“主人”的位置上来，敏捷地思考这个问
题我是怎样想的?特别是同学们在听课中凡是自己不懂的或发
现的新问题都要虚心向教师请教，决不能不懂装懂。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三

1、叶的表皮细胞无色透明,不含(叶绿体),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靠近上表皮的叶肉细胞中含有大量的叶绿体,通过光合作用制
造大量的有机物,所以落叶时,叶片的正面着地。

2、红细胞呈两面凹的圆饼状,有利于(输送氧气)

3、卵细胞是人体最大的细胞,因为细胞内含有较多提供养料的



(卵黄)

4、细胞体积越小,相对(表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和周围环境进行
(物质交换)

5、在光照条件下,植物能进行的生命活动有(光合作用、蒸腾
作用、呼吸作用)

6、流感病毒有200多个变种,病毒的繁殖方式是(自我复制),
而不是分裂。接种一种流感病毒的疫苗,也可能患流感,因
为(抗体具有专一性,抗体与在、抗原具有一一对应性)

7、炎热的夏天绿色植物在一天中光照最强的时间段气孔是关
闭的,目的是(降低蒸腾作用)防止水分过快散失,但是同时造
成的后果是(光合作用减弱)

8、肾小管的重吸收有一定的限度

9、在人体的八大系统中,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和组织细胞联系在一起的系统是(循环系统)

10、肺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是通过(呼吸运动)来实现的,肺泡
内的氧气进入血液以及组织里的气体交换都是通过(气体的扩
散作用)实现的。

11、鸟类和哺乳类都是由(古代爬行动物)进化来的

12、自然界中碳循环的过程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光
合作用)变成植物体内的(有机物),然后通过(捕食关系)通
过(食物链)进入动物体内,各种生物通过(呼吸作用),以及死
亡后的遗体,通过(细菌、真菌)的分解作用将该物质分解,形成
(二氧化碳)重新回到大气中。

13、吸气时,呼吸肌(肋间肌和膈肌的总称)处在(收缩)状态



14、酸味,甜味、辣味、刺激性的气味、决定花瓣的颜色的花
表素等都是溶解在细胞的(液泡)的细胞中的成分中。

15、幼根的标记方法的结果:变化最明显的是(伸长区),标记
线变得最模糊不清的(伸长区),得出的结论(伸长区是生长最
快的部位)

16、蒸腾作用对植物自身的意义:(降低植物表面的温度、促
进根对水的吸收、促进植物对无机盐的运输)

17、果树常用的生殖方法是(嫁接)

18、保护易感者的措施(a接种疫苗b锻炼身体c远离传染源)

19、观察动物细胞时,载玻片的中央滴的是(0.9℅的生理盐
水),目的是(保持细胞的'正常形态。若滴加清水,则会出
现(吸水胀破)。观察植物细胞时,滴加的是(清水)细胞会保持
饱满的形态,这与(细胞壁)有关。

20、萝卜空心的原因是(细胞呼吸作用将有机物分解了)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四

生物圈的范围：厚度为20千米左右的圈层,包括大气圈底部、
水圈的大部和岩石圈的表面.

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生物的生活都会受到非生物因素
的影响.当环境中一个或几个因素发生急剧变化时,就会影响
生物的生活,甚至导致生物死亡.

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捕食关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

生态系统：在一定地狱内,生物与环境所形成的统一的整体叫
做生态系统.其中有生产者(植物),消费者(动物),分解者(微



生物)

食物链和食物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吃与被
吃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食物链.一个生态系统中,往往有很多
条食物链,他们彼此交错连接,形成了食物网.生态系统中的物
质和能量就是沿着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动的.

生物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

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海洋
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

练习使用显微镜：先调粗准焦螺旋,后调细准焦螺旋.7上p37

观察植物细胞：常用的玻片标本有：切片——用从生物体上
切取的薄片制成;涂片——用液体的生物材料经过涂抹制成;
装片——用从生物体上撕下或调取少量的材料制成.

细胞壁：是最外层一层透明的薄壁,起保护和支撑细胞的作用.

细胞膜：紧贴细胞壁内侧的一层膜,非常薄.

细胞核：植物细胞有一个近似球形.

细胞质：细胞膜以内,细胞核以外的结构.

细胞质里有液泡,液泡内的细胞液中溶解着多中物质,在植物
体绿色部分的细胞中,细胞质内还有叶绿体.(动物细胞没有叶
绿体,细胞壁,液泡)

植物细胞模式图7上p45动物细胞模式图7上p48

细胞中有哪些物质：许多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的.



无机物：分子比较小,一般不含碳,如水、无机盐、氧等.

有机物：分子比较大,一般含有碳,如糖类、脂类、蛋白质和
核酸.

细胞在生活中会产生一些废物,如尿素、二氧化碳等.

细胞膜控制物质的进出细胞质中有能量转换器

叶绿体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储存在它所制造的有机物中.

线粒体将细胞中的一些有机物当作燃料,使这些有机物与氧相
结合,经过复杂的过程,转变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将有机物中
的化学能释放出来,供细胞使用.

dna和蛋白质组成染色体.

细胞通过分裂产成新细胞：生物体由小长大,是与细胞的生长
和分裂分不开的.但细胞不能无限制的长大,一部分细胞长到
一定的大小,就会进行分裂.

细胞分裂过程与染色体变化7上p59

组织进一步形成器官器官构成系统和人体

人体内的八大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这八大
系统协调配合、使人体内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行.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组织、
器官,进而形成植物体.

绿色开花植物有六大器官：根、茎、叶(营养)花、果实、种子
(发育)



植物的几种主要组织：分生组织、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
导组织等7上p67

几种单细胞生物：酵母菌,草履虫,衣藻,眼虫,变形虫,草履虫.

草履虫结构示意图,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7上p70

病毒的种类：病毒都没有细胞结构,而且比细胞小的多,只能
用纳米来表示他们的大小.病毒不能独立生活,必须生活在其
他生物的细胞内.根据他们寄生的细胞的不同,可以将病毒分
为三大类：动物病毒,植物病毒,细菌病毒.

病毒的结构和生活：病毒的结构很简单,由蛋白质外壳和内部
的遗传物质组成,没有细胞结构.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7上p73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藻类植物(最低等),苔藓植物,蕨类植物
(最高等),种子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种子的结构(菜豆,玉米)：7上p85

被子植物比裸子植物更适应陆地生活,在生物圈中的分布更广
泛,种类更多.

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适宜的温度、一定的水分、充足的空
气7上p92

种子萌发的过程：当一粒种子萌发时,首先要吸收水分.子叶
或胚乳中的营养物质转运给胚根、胚芽、胚轴.随后,胚根发
育,突破种皮,形成根.胚轴伸长,胚芽发育成茎和叶.

植株的生长：7上p97



植株的生长需要营养物质：水、有机物和无机盐(氮、磷、
钾)

桃花的基本结构：7上p102

传粉：花药成熟后会自然裂开,散发出花粉.花粉从花药落到
雌蕊柱头上的过程,叫做传粉.

受精：花粉落到柱头上以后,在柱头上黏液的刺激下开始萌发,
长出花粉管,花粉管穿过花柱,进入子房,一直到达胚珠.花粉
管中的精子随着花粉管的伸长而向下移动,最终进入胚珠内部,
胚珠里面有卵细胞,它跟来自花粉管的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

种子和果实的形成：受精完成后,花瓣、雄蕊以及柱头和花柱
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因而纷纷凋落.惟有子房继续发育,最
终成为果实.其中子房壁发育成果皮,子房里面的胚珠发育成
种子,胚珠里面的受精卵发育成胚.

根适于吸水的特点：根吸水的部位主要是根尖的成熟区.成熟
区生有大量的根毛.

水分的运输途径：7上p111

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7上p123

爱护植被,绿化祖国.7上p132

高二生物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五

二、细胞核的结构：

1、染色质：由dna和蛋白质组成，染色质和染色体是同样物
质在细胞不同时期的两种存在状态。



2、核膜：双层膜，把核内物质与细胞质分开。

3、核仁：与某种rna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有关。

4、核孔：实现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

最后，希望精品小编整理的高一生物细胞核知识点对您有所
帮助，祝同学们学习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