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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江苏高考模式之下高三化学复习的现状，依据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的命题特色，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复

习效率着眼，建构“题型专题复习”模式，并以“元素化合物综合题”为例加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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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现行“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

高考模式中，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采用等级

评定的方式对高中化学学习进行终结性评价，其成绩

是高等学校择优录取的参考依据之·。

等级评价导致化学学科在升学竞争中沦为配角，

高三化学课时大量削减对备考复习带来巨大冲击。传

统的“三轮复习”模式在很多学校难以按部就班地完

成，且“三轮复习”模式中拉网式的知识扫描、题海式

的练习测试，严重削弱了复习的针对性和训练的高效

性。

为顺应高考模式的变化，本着“聚焦题型减轻备

考负担，优化模式提高复习效率”的宗旨，南京市教研

室在2012年启动“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2013年和2014年江苏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南京市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

修科目)的达B率持续攀升。

1 “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界定

依据江苏省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的说明

要求和命题特色，按测试题型划分复习专题、制订复习

计划、整合复习内容，通过“考试热点梳理、必备基础

夯实、思维模型建构、测试真题剖析、仿真变式训练、

典型错误归因”等环节聚集必备知识、提炼解题方法、

提升思维能力，借助仿真模拟测试反馈复习效果、发现

存在问题、矫正复习策略。

2 “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2．1 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化学卷具有稳

定的题型设置

江苏省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的命题具有

稳定的题型设置(见表1)，试卷结构、试题立意、情境

创设和问题设置彰显“宽基础、厚实践、重能力”的江

苏特色。

表1江苏省瞢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化学卷结构与命囊特点

题号 题型 命题指导思想

l—10 单项选择题 以考查学科基础立意。瞄准核心内容，

ll—15 不定项选择题
重点考查化学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16 元素化合物综合题

17 有机综合题 以考查学科能力立意。设置真实情境，

18 计算综合题
重点考查考生的信息获取与加工、化学
实验探究、从化学视角分析解决问题和

19 实验综合题 化学思维等能力。

20 综合探究题

<物质结构与性质)
以填充形式。考查原子结构与性质、分

2lA 子结构与性质、晶体结构与性质的核心
模块选做题

概念和基础知识。

<实验化学)模块选
以新物质制备及典型实验装置为载体，

21B 考查仪器与试剂的选择、实验条件控制、
做题

分离与除杂原理、实验方案评价。

2．2 与测试要求高度匹配的“题型专题”划分具有

可操作性

依据江苏省化学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的命

题特色，“题型专题复习”模式将备考复习划分为7个

题型专题，其中“选择题专题”细分为15个小专题(见

表2)。

因为每一种题型均有其特定的考查方向、能力要

求、情境呈现方式，所以题型专题划分有助于必备基础

聚焦、解题规律发掘、思维模式建构，从而决定了“题

型专题复习”模式的可操作性和高效性。

3 “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创建

3．1模式创建的方法和目标

深度剖析题型，从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化学观念、

信息素养四个方面聚焦解决问题必备的基础储备，精

选学业水平测试真题和高仿真模拟题进行针对性训练，

力求知识储备达标不超标，能力训练到位不越位，有效

减轻学生负担。

·江苏省教学研究第9期课置JK9一z001，南京市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立项课曩Lm／201I／00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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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专题划分

题型专题 涉及内容与能力要求

STSE 能源、材料、环境及生活中的化学。考查对化学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

化学用语 核素符号、原子(离子)结构示意图，电子式、结构简式。考查化学符号的识别与运用能力。

离子共存 复分解反应、氧化还原反应。考查对溶液中离子反应条件的掌握程度。

反应原理图像 反应热、原电池、化学平衡、沉淀溶解平衡。考查对化学反应原理的理解及从化学图像提取加工信息的能力。

物质性质与应用 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与应用。考查对物质性质、用途及其相互联系的掌握程度。

基础实验装置 气体制备、溶液配制、物质分离。考查实验操作与识别实验装置的能力。

物质间的相互转化 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间的相互转化及其条件。考查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的掌握程度。

选 围绕Jv．的判断 物质的量、质量、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微粒数。考查对物质的量为中心的相关概念的理解与简单换算的能力。

择 离子方程式 有实用价值的离子反应。考查对离子方程式正确表示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化学用语的转换和表达能力。
题

化学反应原理
△H、△s与反应方向，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水溶液中的平衡，电化学原理及其应用。考查对化学反应原理的理
解程度。

有机化合物 有机物组成、结构与性质。考查对官能团及其性质的识别与判断能力，对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的掌握程度。

元素周期律 位、构、性的关系，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比较。考查对元素周期律的掌握程度及问题分析与逻辑推理能力。

物质的检验 常见物质的性质与检验方法。考查根据实验事实和实验现象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及两者的影响因素。考查应用速率与平衡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信息的提取与加工能
学平衡 力。

电解质电离、盐类水解、溶液中的离子反应对微粒浓度的影响。考查通过数形转换获取信息的素养，运用基础知识、
微粒浓度的比较

守恒观念、等量代换等建立溶液中微粒浓度关系的能力。

元素化合物综合题
以无机物制备的实验(工艺)流程为载体，围绕反应原理、物质分离、条件控制等，考查应用元素化合物的性质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有机药物的合成路线为载体，围绕官能团的识别，反应类型判断，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有机物推断与合成。考查获
有机综合题

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综合应用已有知识设计简单有机合成路线的能力。

融合基本实验操作和化学反应原理，进行化合物组成确定或混合物成分分析。考查运用实验测定的数据，建立化学
四 计算综合题

反应计量关系，并进行相关计算的能力。

以实验测得的数据为背景，结合装置、流程、图表等呈现信息。考查运用物质性质及其制备和提纯的实验方法，对实
五 实验综合题

验中相关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实验方法的设计能力。

围绕盖斯定律、新型电池、电解原理等用热化学方程式、装置示意图、实验数据图等呈现信息。考查获取和加工信息
／、 综合探究题

的能力，应用化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综合探究的能力。

《物质结构与性质》模块 电子排布式、第一电离能与电负性、o键与”键、配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微粒空间构型与轨道杂化方式、等电子体、
七

选做题 晶胞结构与化学式等。考查核心概念与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深入研究题型，围绕题型的命题特点、测试要求及

典型错误，引导学生寻找解题规律，建构思维模型，分

析错误原因，通过解题方法的提炼授之以渔，有效提

升学生审题技巧、分析能力、表达水平和心理素质，提

高备考复习效率。

3．2模式实施的计划与流程

按题型复习40个课时，安排3次模拟测试(见表

3)。

每个复习专题包含“考试热点梳理”、“必备基础

夯实”、“思维模型建构”、“测试真题剖析”、“仿真变

式训练”、“典型错误归因”6个环节，具体操作流程见

图1。

复习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34·

必妻笋H思篡型H测蔷驴H仿翥变式

蓁篆慧H优化笋H詈娄裂H篙嚣

仿真模拟测试遵循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的要

求及命题特色，由南京市教研室统一组织命题、测试、

阅卷。通过测试各个环节的高度仿真，力求充分发挥模

拟测试的诊断功能和导向作用。教师依据市教研室提

供的数据统计和典型错误分析，并结合具体学情，针对

性进行试卷讲评，及时查漏补缺、调整复习策略。

4 “题型专题复习”模式的实践——以元素化合

物综合题为例

元素化合物综合题以“真实的实验(工艺)流程”

为背景，将元素化合物知识、化学反应原理、化学实验

和化学用语等方面的考查融合在以“常见元素”为主线

所设计的综合性问题中。重点考查学生对元素化合物

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同时考查学生运用化学知识

和原理对实验(工艺)流程进行分析、推导和判断的能

力，以及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化学语言的表

达能力、思维的灵活性和严谨性【l】。

4．1梳理测试热点

综合分析近五年“元素化合物综合题”，梳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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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曩型专囊复习。模式的课时计划与测试安排

题型专题 课时安排 测试安排

SrrSE l

化学用语 l

围绕Ⅳ^的判断 l

离子共存 l

离子方程式 l
仿真模拟测试l

物质性质与应用 3 【安排在高三(上)

物质问的相互转化 期末考试期间进
行】

基础实验装置 l

专题一 选择题
物质的检验 l

有机化合物 2

元素周期律 2
仿真模拟测试2

反应原理图像 l 【安排在高三(下)
3月下旬进行】

化学反应原理 2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2

微粒浓度的比较 2

选择题解题技巧 l
仿真模拟测试3

专题二 元素化合物综合题 3 f安排在高三(下J

4月下旬】
专题三 有机综合题 3

专题四 计算综合题 3

专题五 实验综合题 3

专题六 综合探究题 3

专题七 <物质结构与性质>模块选做题 3

题背景”和“考查内容”(见表4)，引导学生把握命题

规律与考查热点。

概括试题情境的呈现方式，提炼实验(工艺)流程

图的结构框架(见图2)，帮助学生明确考查热点的设

问视角。
试剂a 试剂b

图2实验I工艺)淹程田的结构框架

设问视角1：围绕“预处理”、“杨心反应”、“提纯

分离”环节，通过化学(离子)方程式的书写，提纯试

剂的选择、分离产物的组成分析等，考查元素化合物知

识。

设问视角2：围绕“预处理”、“核心反应”、“提纯

分离”环节，通过实验(工艺)条件的选择，具体实验

(工艺)措施的解释等，考查运用化学反应原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设问视角3：通过“物质的循环利用”和“三废处

理”考查绿色化学理念。

设问视角4：通过“定量分析”考查反应物计量对

反应物转化率及反应产物的影响。

4．2夯实必备基础

依据解决问题的需要，从“必备知识”、“必备技

能”、“基本观念”、“信息素养”4个维度夯实必备基础

(见表5)。

裹5必备基础储备

基础类型 涉及内容

单质、氧化物、酸、碱、盐的相互反应规律，反应物
物质的性质

计量对反应产物的影响。

必备 化学反应 温度、浓度、压强、催化剂、接触面积对化学反应速
知识 原理 率和平衡移动的影响。

化学实验
试剂选择的原则、物质分离的方法。

原理

新情境下方
依据流程判断主要反应物和生成物，分析关键物质
间的化学计量数，依据体系酸碱性在方程式中补充

程式的书写
所需的酸或碱，运用守恒法完成方程式配平。

反应 平衡
副反应

催化剂
转化率 溶解度必备 速率 移动 活性

技能
实验(工艺) 温度 、／ 、／ 、／ 、／ 、／ 、／

条件的控制 pH 、／ 、／ 、／ 、／

接触
、／ 、／

面积

从微粒的角度跟踪实验(工艺)流程，依据微粒的变
微粒观

化分析反应关系。
基本

守恒观 运用原子守恒、电子守恒、电荷守恒配平方程式。
观念

工艺流程中物质的循环利用、尾气、废渣和废液的
绿色化学观

处理。

信息 信息提取
从实验(工艺)目的和流程中提取有效信息。结合具

素养
体问题分析加工信息。

信息输出 依问作答，正确使用化学用语。

表4近五年元素化合物综合题分析统计

考点分析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命题 流程
用粉煤灰制备碱式硫酸铝溶 硫酸镁还原热解制备高 净化硝酸工业尾气，获 以硫铁矿为原料制备氯 利用钡泥制取Ba(NOJ：

背景
液及烟气脱硫的实验流程 纯氧化镁的实验流程 得ca(N02)2的工艺流程 化铁晶体的工艺流程 的工艺流程

元素 铝、硅、硫、碳 镁、铁、碳、硫 氮 硫、铁、氯 钡、铁、氮

化学方程式： 化学方程式： 离子方程式： 化学方程式： 化学方程式：

Al：O，与硫酸反应 H202氧化FesO． Ca(NOJ：在酸性条件下 S02与NaOH反应 Ba(Fe02)：与硝酸反应生
方程式 离子方程式： 离子方程式： 分解生成N0 离子方程式： 成Ba(NO一2、Fe(N0—3

Al“的水解 MgcO，与硫酸反应，s C12氧化Fe2+

考查
与热Na0H反应

内容 分离 滤渣成分分析 滤渣成分分析 滤渣成分分析 滤渣洗涤的目的

实验(工艺) 气一液逆流，物料循环， 温度、硝酸浓度的控制，
分析

sO：的循环吸收 气体的分步吸收与收集 酸的用量的控制
反应物计量 分步沉淀的试剂选择

平衡常数 平衡常数表达式 平衡常数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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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构思维模型

从“流程预览”、“问题聚焦”、“按图索骥”、

范表达”四个环节建构清晰的思维模型(见图3)。

【江苏2014—16】烟气脱硫能有效减少二氧化硫的

“规 排放。实验室用粉煤灰(主要含Al：O，、siO：等)制备碱

式硫酸铝【Al：(S04)，(OH)。爿溶液，并用于烟气脱硫研
究。

圉3解题思雏梗式

流程预览：明确实验(工艺)目的，“泛读”实验(工

艺)流程图，用微粒的视角跟踪流程中的物质变化，把

握“主线主产物，支线副产物，循环回头箭”流程图示

特点。

问题聚焦：仔细审读试题的设问，聚焦设问考查的

方向——反应方程式，条件控制的举措及目的，物质分

离的结果以及绿色化学理念的具体实施。

按图索骥：精读实验(工艺)流程图，从物料的填

加和产品的分离等信息，分析其中涉及的主要化学反

应；针对实验(工艺)条件控制，依据化学反应原理作

出合理选择或解释；从物质提纯和分离的方法，依据物

质的性质选择恰当的提纯试剂，对分离物的成分作出

判断；针对“三废”处理，依据绿色化学思想采取合理

的措施或作出合理的解释。

规范表达：按测试要求选择准确的化学用语表示

物质的组成，规范书写反应方程式；文字作答必须做到

具体明确，言简意赅，符合逻辑。

4．4剖析高考真题

从“命题意图”、“解题过程”、“审题关键”3个角

度对学业水平测试真题进行深度剖析(见表6)。

粉煤灰

H2s0．溶液 cac03粉末 含S02烟气

滤渣I 滤渣Ⅱ S02

(1)酸浸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滤渣I

的主要成分为 ▲ (填化学式)。

(2)加cacO，调节溶液的pH至3．6，其目的是中

和溶液中的酸，并使Al：(s04)3转化为A12(s04)。(oH)。也。

滤渣Ⅱ的主要成分为 ▲ (化学式)；若溶液的pH

偏高，将会导致溶液中铝元素的含量降低，其原因是

▲ (用离子方程式表示)。

(3)上述流程中经完全热分解放出的SO：量总是

小于吸收的SO：量，其主要原因是 ▲ ；与吸收SO：

前的溶液相比，热分解后循环利用的溶液的pH将

▲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4．5题型变式训练

选择【江苏2013—16】‘‘元素化合物综合题”进行变

式训练，反馈复习效果。(试题略)

4．6典型错误归因

动态收集学生解题中暴露的错误，筛选典型案例

组织讨论错误产生的原因，深化学生对错误问题的认

识(见表7)。

表6 2014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C选修科目)“元素化合物综合囊”的深度钠析

命题 重点考查学生对氧化物、碳酸盐、硫酸盐性质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同时考查学生应用氧化还原反应、溶液pH、盐类水解等化学基本概念和基
意图 本原理对实验过程进行分析、推导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化学语言的表达能力、思维的灵活性和严谨性。

①流程预览：用微粒的视角跟踪流程中的物质变化(见下图)。

A12(sOJ 3 A12(s0J，(0H)6也

H2so。溶液 ＼ caco，粉末 ＼含s02烟气

粉℃堪M产匠州争姆
解题 警爱3 7滤渣I

滤渣Ⅱ 502

过程
‘

Si02

②问题聚焦：(1)指向“酸浸”时的化学反应；(2)指向“调pH_3．6”的化学反应原理；(3)指向s02的性质。
③按图索骥：依据预览结果进行针对性分析：(1)Al：0，是两性氧化物、si0：是酸性氧化物。“酸浸”时，A1203溶解为A12《S003而si0：不溶。(2)用

caco，调pH=3．6，A12(s003转变为A12(soJ，(oH)％，依据寅子守恒推理出滤渣II由ca“和s暖。结合而成；由溶液pH调节的手段及其对Al“
水解平衡的影响，可知离子反应的主要反应物为caco，、A13+和so：一，主要产物为Al(oH)，、3co：、caso。(4)由“吸收”与“热分解”过程中碱式
硫酸铝的循环使用及温度对气体溶解度的影响，so：的损耗只能源于+4硫的强还原性；考虑进入循环液的sO：属于酸性氧化物，可判断其将
导致溶液pH降低。

④规范表达：(1)A1203+3H2s04一A12(s003+3H20；si02；(2)cas04；3cac03+2A13++3s02_+3H20==2AHoH)3+3c02 t+3cBs04；(31目为部分s02被
氧化为sO：一；降低。

审题
读懂题示的“实验流程”，并从流程图中获取与解题相关的信息：碱式硫酸铝【A12(s叫，(0H)¨J溶液制备过程中，酸溶是为了除去si0：等难溶

关键
性杂质，cac0，粉末调pH至3．6是为了中和过量的硫酸并控制Al“的水解程度；烟气脱硫过程中，由于+4价硫的强还原性，导致其被部分氧
化为s瑶+、热分解时放出的s0：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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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7 2013—2014年江苏省警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l选修科目)典型错误归因

小题序号 典型错误 产生原因 矫正策略

A1203+H2s04=A12【s0J3+H20 方程式未配平
【2014一16l(1) A120，+6H+=2A13++3H20 将化学方程式写成离子方程式

基础知识(单质、酸、

cac03或cal0H)2 未考虑pH-3．6时，cac0，、ca(0H)：能否存在 碱、盐的相互转化规律，
f2014一16】(2) 常见物质的溶解性，离Al，++3H20=一Al(0H)3+3H+ 未考虑促进Al“水解的具体措施

子方程式、影响反应速
部分sO：溶解在溶液中 忽视温度对s0：溶解度的影响 率与平衡移动的因素。

【2014一16】(3) 增大 未读懂流程图，蒙答案 物质分离的常用方法

co}+2H+一H20+c02 t
等)——查漏补缺

Mgco，+2H++so：一=Mgso．I+H20+c02 t
对镁盐的溶解性认识不清【2013一l础1)

M92++s暖一一MgS仉l
M92++co；一+2扩+so：一一Mgs04 J+H20+c02 T

2Fe2++H202+2}I+=2Fe“+2H20 将化学方程式写成离子方程式 方法技能(氧化还原方

6Feso．+3H202=2Fe2(soJ3+2蹦oH)3 J 未考虑酸溶过程中稀硫酸过量，生成物不可能生成
程式配平，解题思维模
式的运用)——加强指

【2013—16】(2) 2FeSO．+H202+H20=Fe203+2H2S04 Fe203或Fe(0H)3 导

2FeC03+H202=H20+Fe203+2c02 t
没有看懂流程图，忽略了酸溶步骤2Fec03+H202+3H2s04=4H20+Fe2(sOJ3+2c02 T

【2013一161(3) 误答为Mg(oHl： 不清楚一些常见氢氧化物沉淀的大致pH范围
观念素养(微粒观、守恒

观、绿色化学观、信息

将c0答成c02或s02 对装置图缺少观察 提取、加工与输出)——
强化训练

错答a或b 未把握分步吸收或收集的要求

【2013一l刚4} s+20H一+H20—so}+H2 T 未能合理分析氧化产物与还原产物，未能有效迁移

s+20H一+02一so}+H20 c12与碱的反应

3s+40H。=2s2一+s02 t+2H20
未考虑酸性物质与碱的反应3s+20H一+H20—so}+2H2s t

“题型专题复习”模式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关键

要处理好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深度剖析各类题型考查的方向和热点，准

确界定备考复习的知识范围和能力要求；其次要有效

建构不同题型的解题思维模型，明确审题的方法，掌握

解题的规律；再就是充分利用模拟测试中暴露出的典

型错误，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时采取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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