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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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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轮复习应多回归课本，从定性到定量、从原

理到仪器等不同角度对必修 1、2 和选修 4、5 每个

课本的实验从以下四个角度领会实验操作的实质

与内涵: ( 1) 对操作原理的认识; ( 2) 对操作方法

的认识; ( 3) 对操作目的的认识; ( 4) 对错误操作

造成后果的认识。例如: 对于探究氨气的实验室

制取、氨和铵盐的性质实验，应从以下几个角度领

会这个实验的操作实质与内涵:

( 1) 实验室如何制取氨气? 还有哪些方法?

实验装置?

( 2) 怎样证明一种气体极易溶于水?

( 3) 石蕊试纸的分类( 红色、蓝色) 、选用与使

用方法。
( 4) 检验 NH +

4 的方法。
二、第二轮复习专题复习，构建知识网络，提

升能力

第二轮复习是通过专题复习帮助学生对已基

本掌握的零碎的化学知识进行归类、整理，使之规

律化、系统化、网络化。那么如何提高第二轮复习

的质量呢?

1． 归纳整理，构建知识网络

二轮复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知识网络。对

知识点、热点、考点进行思考、总结、处理。让学生

掌握的知识更为扎实牢固，相关的知识类比化，同

类的知识系统化。在复习中应特别注意知识的系

统性和规律性，注重掌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和存

在的规律，形成知识网络。以结构带知识，从知识

结构入手复习，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构建知识网络，

使之形成系统化、网络化。
2． 重视实验专题复习，提高实验探究能力

高考全国卷中实验题占有很大的比重，是考

查考生能力的重要题型，难度较大的试题往往出

现在实验题中，为此要高度重视化学实验的复习。
在全国高考化学卷中无论是无机实验还是有机实

验，化学实验内容的考查基本遵循如下规律: 相关

知识储备→领会实验目的→思考实验原理→分析

实验装置→回答过程中的问题→问题升华。因此

在二轮复习中，一定要给实验复习留有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不能让实验复习匆匆走过场，必要时可

以以实验为主线来带动其他知识模块的复习。可

以对学生进行实验设计训练，根据实验习题的要

求，设计出实验方案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以培养

考生的思维水平和实验能力。
3． 精心选题，规范训练

学生的能力是练出来的，如何对学生进行有

效训练，精心选题是关键。从各种信息来源中精

选基础性强，重能力、有梯度的试题，进行改编、整
合，使选编习题符合校情、教情和学情，这才不至

于浪费学生时间与精力，把学生从题海中解脱出

来。结合高考评分标准及阅卷实际，对学生进行

规范书写、规范答题训练。如方程式、结构简式、
电子式等化学用语的书写，简答题的语言表达和

描述，计算题的格式、步骤、精确度等。
三、第三轮复习实战演练，模拟高考，信心满

满迎接高考

三轮复习是高考冲刺阶段，要注意以下几个

问题:

1． 模拟高考训练

进行高考模拟练习，要做到如何在规定的时

间内提高正确率，如何规范书写。做好考后分析，

检查做题思路是否最佳，是否失分。有些试题不

会做，查找不会做的原因，力争将非智力因素造成

的丢分降到最低。
2． 回扣复习

一般从回扣课本; 回扣错题; 回扣高考试题这

三个方面进行回扣复习。
3． 保持良好的心态

高考的竞争不仅仅是学生知识与能力的竞

争，而是学生全面素质的竞争。其中一个重要的

素质就是考生的心理素质。教师要特别重视学生

的心理调整，注重良好的心里素质培养，优化考生

考试心理，消除失分隐患是高考复习不可忽略的

一环。
总之，全国卷高考化学复习，要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高考化学复习的要求和安排上早

规划，并有效的付诸于教学实践中，才能做到复习

得心应手。教师要吃透全国卷高考化学命题的特

点和考试大纲。整合以往好的复习方式，科学有

效的进行全国卷高考复习，才能为全国卷高考化

学考试提供有利的条件。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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