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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例谈高三化学复习教学“六忌”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教研室 215200 马 静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8 年江苏省实施高考新方案之后，“3 +
学业水平测试 + 综合素质评价”模式对高中化学教

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以笔者所在区为例，高中化

学教学逐渐呈现出选修人数锐减、选科与三科匹配

难度增大、教学时间更受到限制三个变化趋势。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高三化学复习教学

必须与时俱进，要紧抓学科特点，强化学科思维训

练，做到知识与能力同重，进度与质量并举，以适

应不断恶化的教学环境。在此过程中，必须杜绝

以下六种情况的发生。
二、高三化学复习教学“六忌”
1． 忌因循守旧

案例 1 高三一轮复习课中，有教师围绕“胶

体”的凝聚及相关试题讲评了 20 分钟，但《2017
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 选修科目) 说

明》( 下简称为《考试说明》) 明确指出“胶体的渗

析、凝聚、布朗运动和电泳等性质不做要求”。
反思 综观近五年的江苏高考化学卷，“胶

体”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与之相关的试题

仅有明矾净水原理 ( 2012 年第 5 题) 。对这个知

识点的复习建议为: 1． 了解胶体的分散质粒子的直

径范围;2． 了解胶体与溶液的简单鉴别方法( 丁达尔

现象) ;3． 了解胶体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高三复习时间紧张，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取得最大的学习效果，就要认真研究《考试说明》
与高考试题，把握好复习方向，知道“讲什么”远

比知道“怎么讲”更重要。分析近五年的江苏高

考试题，高频考点有三四十个，每年的考查频率少

则 60 ～ 70% ，有些则达 100%。因此第一轮复习

要摒弃过去面面俱到的复习方式，针对《考试说

明》及高考卷中的 21 个试题所涉及的重点知识

展开复习。我们要以微型专题形式引领高三化学

一轮复习。微型专题形式可以确定每节课的复习

内容和达成目标，小而实，可以与高频知识点、高
考考题对接，从而避免课时目标多而杂、大而空，

复习效果每天都可以看到。
2． 忌教法单一

案例 2 高 三 一 轮 复 习 课“钠 及 钠 的 氧 化

物”，某教师逐一复习了金属钠的物理性质、钠原

子结构、金属钠的化学性质、氧化钠与过氧化钠等

知识点。教师一讲到底，课堂气氛沉闷。课堂效

率不高。如果把这节课搬到高一课堂中，作为一

节专题复习课更适用于高一教学。
案例 3 某教师根据教材中涉及的含锰化合

物设 计 了 专 题 复 习 课“陌 生 而 熟 悉 的 锰”。以

KMnO4、K2 MnO4、MnO2、Mn2 + 这 四 种 物 质 ( 或 微

粒) 为主线串联起了整节课的教学，涉及到的高

考考点有: 锰元素基态原子的电子排布式、陌生情

境下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中和滴定的相

关计算及滴定终点的判断等。在“陌生情境下氧

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这一环节的教学中，

教师演示了 KMnO4溶液分别在酸性、中性条件下

与 H2O2反应的对比实验，让学生通过观察反应物

颜色的变化直观感受到 化 学 的 魅 力，进 而 理 解

“反应物相同，反应条件不同，产物不一定相同”
的化学观念。整节课设计新颖、思路清晰、环节紧

凑，有效提高了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反思 案例 2 中为了追求课堂教学的“完成

度”，教师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满堂灌”教学方式。
他把课堂环节一减再减，减去了提问环节，减去了

学生思考的时间，减去了该有的训练时间，最终失

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复习效果不佳。案例

3 中的教师则找到了一个崭新的教学切入点，有

趣的化学实验、“陌生而熟悉的锰”带给了学生不

一样的感受，教师尽量把说的机会让给学生，把做

的任务派给学生，从而构建高效的互动型课堂。
在高三复习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自编学案精

心创设情境，有效整合实验、模型、多媒体等多种

教学手段。特别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

角，通过学生练习交流、结果呈现、问题解决、补救

措施等环节，让学生经历“过程体验”，发挥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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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动性。
3． 忌妄自菲薄

案例 4 在江苏高考政策的影响下，化学学

科的地位岌岌可危。除了少部分优秀的学生对选

科成绩有明确要求外，大部分的学生都处在被动

学习中。某四星学校的优秀班，一些学生向化学

教师提出“不做作业”的要求; 还有一些学生则

“抓紧时间”，总是在化学课上做数学作业，且屡

教不改，对此，化学教师很无奈却又不敢管。
案例 5 某四星学校，某生历次模拟考试三

科成绩总是在本二线上下波动，在高考前两个月，

该生找到化学教师明确提出最后阶段不上化学课

而去自修三科的荒谬要求，他的理由是: 三科上本

二线，选科 1B1C 就能读本二学校，他自认为自己

的物理肯定能得 B，化学肯定能得 C，他要把尽可

能多的时间放在三科的复习上，因此选择放弃化

学的学习时间。化学教师无奈之下答应了他。高

考成绩揭晓，该生化学得了“D”。
反思 《江苏高校招生简章》规定各高校录

取时按照先分数后等级的原则来操作。这意味着

若三科分数不够，选科等级再高也枉然。在这种

情况下，学生重视三科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重视

并不是以放弃选科学习为代价的。毕竟江苏绝大

多数的本二院校都要求考生的两门选测等级能达

到 2B。名校的要求就更高了，如南京大学就明确

规定两门选测科目等级最低要求为 A、A。
三科与选科的关系虽有主次之分，但更为重要

的是发挥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作用。化学教

师不能妄自菲薄，连最基本的学习要求都不敢对学

生提出来。课堂是教师的主场，若教师自己都放弃

了在课堂教学中组织者、引导者的身份，又怎么能期

望学生给予教师基本的尊重呢? 高三化学教师要明

确自己的职责，引导学生认识到分数与等级匹配的

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组织起有效的高三复习教

学，才能让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不因选科不匹配

而留下遗憾。
4． 忌关注面狭窄

案例 6 2017 届高三教学中，某教师在平时

的教学中只关注模拟考试成绩在本二线上的学

生，努力让他们的选科能保持或者尽可能提高到

B 等级以上，对于其他学生则不管不顾。高考成

绩公布后才发现其任教班级中有三位学生，模拟

考试成绩一直在本二线以下，却在高考中发挥出

色，成功上线，可惜化学成绩都是 C。
反思 目前学校对选科教师的考核导向是关

注匹配度，这是为了预防某些选科教师占据学生

过多的学习时间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教师如果一

味的只关注匹配度，必然会导致关注面狭窄，忽视

了一部分学生的需求。在高三教学中，学生的差

别化辅导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化

学教师要做到分类要求，使其选修等级能与三科

分数正确匹配。
5． 忌盲目训练

案例 7 为了让学生在模拟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一进入高三，某教师每周布置一张综合卷训

练，在训练时间有限的前提下，一张综合卷需要花

费学生三个晚上的作业时间，同时需要教师花费

至少两节课的讲评时间，严重影响了一轮复习教

学计划的实施，冲击了正常的复习教学秩序。
反思 课时和作业时间的双重限制，使得教

师在练习的选择上更要做到精益求精。一轮复习

教学中盲目大量练习综合卷是费时费力且不讨好

的一种行为。综观近几年江苏化学高考试题，一个

明显的特征是考题不偏、不怪、不超纲，试题整体难

度、题型、题量甚至分值分布都相对稳定。因此在复

习过程中，教师不可盲目探测不确切的高考信息，把

精力浪费在猜题上; 不可大大超过课本而随意拓宽

和加深知识范围; 也不可刻意地为某些多次练习而

被强化的题型去增加某些“规律”或特殊解法。
高三教师还认真筛选习题，做到多中求少，少

中求优，使教学内容、训练强度与作业时间完美匹

配。“错题再练”是一种很好的作业形式，教师要

对学生作业中出现差错的“事故易发地带”有意

识地进行分析、重组和再练，力求做到“讲为学生

所需，练为学生所求”。
6． 忌雁过无痕

案例 8 试卷讲评课，为了尽可能的增大课

容量，对于试题得分点，某教师总是一带而过。如

“检验洗涤是否完全的方法”，教师将答题要点简

单总结为“取样、加试剂、现象、结论”。这是便于

学生记忆的方式，却不是规范答题的书写方式。
学生将这个要点记下来，下次答题时依样画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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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国卷高考化学复习策略

福建省云霄第二中学 363308 陈辉宗

2016 年高考，福建省不再进行自主命题，将

采用全国卷。福建高考化学命题与全国高考化学

试题命题从思路和难度上有一定的差异，福建卷

注重知识点的覆盖面，题型稳定，全国卷注重能

力、学科素养的考查，抽查学生的知识点，材料新

颖，阅读量较大。本文对高考全国卷复习提出以

下建议:

一、第一轮复习阅读教材，强化基础知识，夯

实双基

高考备考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第一轮复习主

要是抓好双基，强化基础知识，因而在复习中要注

意以下几点:

1． 认真研究新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是高考命题的依据，它对高考要

考查的知识范围及每个知识点的能力层次都有明

确的 要 求，不 能 随 意 的 扩 大 或 缩 小 复 习 范 围。
《考试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化学学科的三种考试

能力: 接受、吸收、整合化学信息的能力，分析问题

和解决 ( 解答) 问题的能力，化学实验与探究能

力。教师要充分利用近年全国卷高考题，对以上

三种能力在高考题中的考查形式进行深入的研

究，将三种能力的提高贯穿于一轮复习中。
2． 重视课本，教会学生看教材

高考知识体现课本内容，任何复习资料都不

能代替课本。在学完整个高中化学课的内容之

后，按照先必修后选修的顺序，认真阅读、梳理教

材，夯实教材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

和基本题型。许多学生看课本时不能深入课本，

觉得看完一遍、两遍与没有看没有多大的区别。
教师可以利用上课时间和学生一起看课本，引导

学生怎样看书更有效率，引导学生看书时要学会

提问、学会自己归纳总结，找规律，而不是死记硬

背。
3． 抓好基础、全面复习

在复习中，要把注意力放在巩固所学的基础

知识上，不要搞“偏、难、高”的内容。对于大纲不

要求的坚决删掉，把注意力放在抓基础知识的重

点和难点上。例如，苏教版高一化学专题二第一

单元“氯、溴、碘及其化合物”，重点应是“氯气”。
关于氯气的性质、制法、用途这些都是相互联系

的，对每一块都要逐个分解进行理解。单就制法

而言，从反应原理、特点到具体的发生装置、收集

装置、净化干燥、验满、尾气处理各部分都必须注

意到。关于后面“溴、碘”类似的内容就不必这样

很深入地讨论，只讨论本族元素的变化规律。
4． 注重课本实验，提高综合实验能力

高考化学实验试题的素材或考点源于教材中

的实验，或进行一些改装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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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材是根

芦，结果依旧失分。再如计算题讲评只介绍解

题思路，省略中间运算环节，学生听的时候觉得懂

了，真正上手做时却发现问题多多，最后频频失

分。
反思 在调研中，经常有高三教师抱怨: “这

个问题反复强调了，结果还是一错一大片，白讲那

么多遍了”。教师把这个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

学生不重视。真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高考阅

卷中对于规范书写的要求比较高，学生书写和表

达的正确规范与否，将决定高考的成败。如果教

师在教学中都不能做到注重规范、落实细节，又怎

么能要求学生规范细致的答卷呢?

要想避免上述雁过无痕的情况出现，化学教

师就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 教师规范板演) 和作

业练习加强答题的规范书写，文字题的表达更要

一磨再磨，力求完整、准确。如 2015 年江苏高考

题 16 题“检验洗涤是否完全的方法”，就要强调

“取最后一次洗涤液”、“用盐酸或硝酸酸化”、“可

溶性钡盐( BaCl2、Ba( NO3 ) 2) ”、“白色沉淀”这四

个答题关键点的完整书写。在应该浓墨重彩的地

方，教师不能吝惜时间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给学

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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