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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题也能“大"做
——谈高考化学选择题的解法

■张文波

历年高考的选择题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并且突出了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选择
题成为学生和教师关注的重要题型。本文在对近年
高考化学选择题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
了选择题在相应内容上的命题方式和考查方式；对
如何快速巧断选择题进行了简要归纳和说明。最后，
对于冲刺阶段选择题的训练提一点建议和看法，希
望能给予大家一点启示。

一、命题特点分析

纵观近几年高考化学选择题的命题，考查内容
始终较为稳定，突出考查了学科的主干知识、基础理
论和基本技能。主要考查到的内容有：

1．元素周期律及元素周期表的应用(判断未知
元素可能性质，突出半径、熔沸点、密度大小比较以
及稳定性、酸碱性等递变规律；x、Y元素原子序数之
差、位构性的关系)。如例1．考查了同一主族元素单
质、氢化物熔沸点变化情况(隐含了氢键的知识)；同
一周期元素原子得失电子能力判断。

例1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同一主族的元素，原子半径越大，其单质的熔
点一定越高

B．同一周期元素的原子，半径越小越容易失去
电子

c．同一主族的元素的氢化物，相对分子质量越
大，它的沸点一定越高

D．稀有气体元素的原子序数越大，其单质的沸
点一定越高

2．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及正误判断(重点热化
学方程式的书写、燃烧热、中和热的定义与计算)，
2002年、2003年、2005年分别考查了CH。、H，、C，H：热
化学方程式书写的正误判断；2004年给了金刚石、石
墨的热化学方程式，让判断两者的稳定陛及能量高低。

3．以物质的量为核心的简单计算(Ⅳ、的考查、y。
概念及阿氏定律的理解、联系电解质溶液知识，以及
物质结构知识)。在“Ⅳ。”的情境下，以物质的量为中
心，考查了y。M、氧化还原反应电子转移与Ⅳ之间的
关系。

伴随着新课程的实施，高考化学试题已逐步渗
透课改的全新理念。在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关注身边
的化学问题，学会用化学视角洞察各种现实问题，注
重课本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创新相结合，最终会使高
考化学试题的命制进入“能力立意、关注双基、学以
致用”的良性循环。

二、考查方式和能力考查

由于课程改革理念对化学教学过程以及高考测
试的要求产生的影响，高考选择题命题时在知识考
查、能力考查、情境创设的设计中都力求从“三维目
标”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查。

1．在知识考查方面，立足双基，突出对主干知识
的考查，不回避成题，注重传统试题的推陈出新，保
持相对稳定。

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理解和掌握教
材中的相关内容。其次，鉴于知识点多且题量有限，

_

选择题明显有知识点容量加大的倾向，一道题中不
再仅限于对单一概念的考查和对概念辨析的考查，
往往在同一情境下考查多个相关或相似的知识点。
如例2，在“DH变化”的这一情境下．考查了盐类的水
解、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氯水的变质、电解食盐水
原理及产物的判断、DH等知识，每一个选项都要求
学生对原理进行分析判断。本题知识容量大，而且是
典型的一道考查原理性知识的选择题。

例2下列有关DH变化的判断中正确的是( )

A．随着温度的升高，碳酸钠溶液的DH减小
B．新制氯水经光照一段时间后，DH减小
c．随着温度的升高，纯水的DH增大
D．用惰性电极电解饱和食盐水，阴极区的DH减小
2．在能力的要求方面，加强了对学生观察能力、实

验能力和自学能力的考查力度．力图测试考生的化学
素养。

三、高考化学选择题备考建议

化学选择题没有一个通用的解法，但总要经过
审题、析题、解题这三个环节。快速巧断选择题是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手段之一，也是高考取胜的关键
之一。命题人往往设置“陷阱”，它可以校正学生掌握
知识的不准确、考虑问题不全面等纰漏，同时也对学
生的解题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要能够正确
理解基本概念来避开“陷阱”，灵活运用物质的化学
性质来避开“陷阱”，准确把握限定条件和克服思维
定式的消极作用来避开“陷阱”，正确运用语法知识
来避开“陷阱”，在审题时看清题目的每一个字，特别
是关键信息，谨防粗心大意而落人“陷阱”。

在短时间内要使学生的学科能力大幅度提高是
不可能的，但要在短时间内让学生的成绩有较大幅
度地提高却是可以的。当然．这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密
切配合，要努力搞好学科内综合，把握好知识的难点
和重点，处理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来提高复习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此，针对选择题的备考冲刺，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1．进行化学选择题的专项定时训练，提高学生
的解题速度和效率，但要把握好选择题的选择原则：
(1)选择“典型题”或学科的主干知识为主的试题。参
照历年高考选择题的常考内容、命题方式和考查方
式选择。(2)通过分析研究学生平时考试的解题，选
题时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学生易错点有的放矢进行
训练，帮助学生纠错。(3)抓住高考热点选题。

2．进行理综选择题的定时训练。理、化、生是拴
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有必要专项训练进行磨合，控制
选择题解题时间，提高效率。

3．进行教学双向反思。(1)对试题涉及知识点的
反思；(2)对所用解题方法的反思；(3)对解题规律的
反思；(4)对解题失误的反思。

4．讲评习题时加强变式训练，突出能力要求。如
改变题干条件、一题多变，继续拓展延伸．深化思维
层次。

当然，要能有所收获，需要老师的匠心和学生的
用心，二者相得益彰，方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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