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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高考就要拉开大幕，如

何在化学考场上充分发挥潜能，考

出最佳水平。希望以下提醒对参加化

学高考的同学能有所帮助和启发。

踏实复习，不好高骛远

通过复习最终达到三个方面的

效果：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对

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的理解，以科

学的眼光和视角解释生活现象。

●牢固知识网络，化知识为能力

例如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

识，采用“知识主线——知识点——

知识网”的方式，达到条理化、系统

化、整体化。以某种元素为线索，元

素—单质—氧化物—对应水化物—

盐，掌握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之间

的转化关系。以元素的化合价变化

为线索，掌握物质的化学性质及规

律。还要尽可能将元素化合物与生

产、生活、环境、自然、能源等实际问

题紧密联系起来。总之，复习元素化

合物要做到“全面、重点、联系、灵

活”，把零散的元素知识变为完整的

科学体系，落实学科主干知识，理顺

知识脉络。

●重温错题，提高对知识点的熟

练度

重视平时练习和考试中的错

题，从广度和深度方面加强理解，增

加对知识点的熟练度。深入反思出

错原因、总结经验，纠正根源认识，做

到同样的错误绝不出现第二次。提

炼解题和复习技巧，如通过一些简

单的方法串联起主要的知识点。在

记忆化学方程式的时候，可以从氧

化还原、实验联想、结构分析等多个

角度展开，相似相近的进行关联和

对比。

●把握经典题，反思中深化理

解

把握化学的经典母题避免题海

战术，注重题后的反思、总结，每个

知识点做透三四道这样的好题就

足够了。怎样算做透，请参考以下做

题的五种境界：①怎么做？②为什么

这么做？③怎么能想到这么做？④有

无别的方法？不同方法之间进行比

较。⑤可以改变成什么样的题目？与

原题有何异同、有何联系？

规范解题，不丢冤枉分

纵观历年高考考生在化学答

卷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基础不

够扎实、实验不够重视、审题不够

仔细、表达不够清楚、书写不够规

范、思维不够灵活。其中审题不够仔

细、书写不够规范两个问题是考生

在临场答卷时最常出现的技术性问

题或低级错误，而这些失分很不值

得，完全可以避免。

●认真审请题意，根据要求作

答

审题切忌急于求成，必须理解

题意、明确出题意图，特别要注意关

键的字词句。一道化学题包含完整

的内容，是一个整体，句与句之间有

着内在的联系，必须综观全题全面

领会。注意避免以下审题错误：不看

全题，断章取义；粗心大意，一掠而

过；误解题意，答非所问。

●善于联想运用，运用迁移转换

新情境题目和有机化学试题

经常从考生们从未接触过的新物

质、新材料出发命题，要会根据知识

网络、转化规律、官能团的性质等进

行联想、迁移、转换、重组、加工、类

推，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注意文字表达，做到清晰准

确

在解简答题时，文字表述要突

出原理、层次分明、符合逻辑、文字

精练，切忌思路混乱、言不及题、词

不达意。必要的文字阐释，再配以准

确的化学方程式或离子方程式等化

学符号表达。

●谨防计算错误，避免错别字符

常见的计算失误有分子量算

错而导致结果全错，上一问的计算

错误导致后面的结果全错。因书

写错别字、生造字、潦草字而被扣

分，如“溶解”写成“熔解”、“苯”写

“笨”、“硝化”写成“消化”、“磺

化”写成“黄化”、“油脂”写成“油

酯”、“酯化”写成“脂化”、“铵盐”写

成“氨盐”、“金刚石”写成“金钢

石”等。

考场上，按照平时的节奏，放松

而不懈怠，全身心投入激发所学，思

维敏捷细腻运筹帷幄，好成绩定能

收入囊中。

踏实复习 规范解题 决胜化学高考
■市二中学化学高级教师 崔 鹏

眼下，高三历史已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面向高考，应该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

重视”。在这个时刻，需要充分发挥学习自主

性，在分析自身学习状况的基础上，采取针

对性的学习策略与方式，克服瓶颈、挖掘潜

力。只有这样，才有望在短时间内进一步提

升学业总体水平。

首先，研究考纲，厘清知识体系。

基础知识的识记和理解，始终是学好

历史的前提。虽说现行历史高考的导向是

能力立意，但历史思维的展开是以史实的

呈现为依据的。大量成绩偏低的同学，症结

就在于史实基本功薄弱。有的同学平时也

背得不少，可是为何效果不佳呢？主要有以

下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将知识点有机地

纳入知识体系中，而是对“知识碎片”的死

记硬背；一种是将那些本该理解的内容作

了僵化处理，逐字逐句地背诵，导致背负过

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前提是依据考纲消化

教材，对考纲所规定的考点范围和重点要

求做到心中有数。

下面，提三个便于速成的小建议：

第一，对知识细节，可以合起书本，参照

考纲，采用在脑子里“过电影”的方式，把自

己前期掌握得相对薄弱的部分圈出来，以

备重点攻克。

第二，强化中观层面的把握。可以以各

章的单元导言为抓手，带动宏观史识的提

炼和微观史实的识记，促成识记与理解的

良性互动。

第三，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平衡

于求学目标与学力基础之间，取骨干、舍枝

节。通过建构认知体系化的“知识树”，抓住

核心知识，抓住社会结构的特征和时代流

变的脉动。

其次，研究高考试题，领悟命题思路。

近年来上海历史高考的题型功能已日

益明晰：一是选择题是客观题，就是知识

立意，考察目标是基础知识的识记。二是非

选择题属于主观性命题，就是能力立意，主

要考察核心知识的梳理、历史思维能力的

品质、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组织表达的

能力。可见，将知识体系打通，这是立足之

本；把知识转化为解题能力，这是得分之

道。首先要“下地”，确保“不该失的分数不

轻易失”，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其次要

“上天”，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境

界，培养高品质的历史思维能力、磨炼游

刃有余的解题能力。最忌讳的是“下不着

地、上不入天”，荡在半空中，两头不讨好。

观察现行高考的导向，在基础知识的识

记方面，突出的是时空感和史实之间的有机

联系，而不是繁琐的知识细节的深度识记。所

以，实际需要强记的负担并不太重的，理解

性记忆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历史思

维的培养方面，主要还是立足于历史思维方

式的养成，至于历史思维品质的提升尚处于

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学生在智力上的差别

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能够用“历史逻辑”来

解读历史，既有还原到历史情境的同情心，又

有“高于局中人”的总体把握、权衡轻重的综

合分析与评判的历史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

方法的运用方面，要遵循“论从史出、史论结

合”的基本原则，既要依据材料说话以免天

马行空，又要有主观立意以免单纯的史实铺

陈。

第三，找到自身学业瓶颈，        

采取相应对策。  

可以从失分环节入手，分析自己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没有达到基础知识识记

的基本要求，在选择题上无谓失分太多。这会

导致非选择题部分的历史分析错乱，陷入全

面溃败的局面。对此，首先要改变的是学风中

懒散的惰性，其次要优先掌控住那部分串联

考纲中C点要求的骨干知识。

第二种情况是，将知识转化为解题

能力有障碍。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死记硬

背。对此，并可通过适量的练习，来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提高灵活运用的能力。

第三种情况是，解题技术不得要领、总

有发不出力的感觉，总是拿不到高分。具体

来说，包括史料的解读能力、审题能力、史

论结合的论证过程、历史逻辑的思维能

力、综合叙述与表达的能力。

上述问题的解决，一是要加强对高考

评分标准的研究，二是可以通过强化的专

项训练，在试错中纠偏。

第四，加强针对性，             

落实学研的高效性。

这个针对性，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自

己的“学情”，二是针对高考的“套路”。在这

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不要迷信“题海战

术”。就习题而言，我的看法是：选择题，不妨

多做多熟，见多识广而游刃有余；非选择题，可

以多看精练，多看有助于专题知识的梳理，精

练则意在历炼中提升答题的技能。

总之，在这最后时刻，一要苦干，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二要巧干，追求举一反

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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