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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招化学复习过程中，教师
要多强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关注
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
发展。

如何适应新课程标准下的中招要
求呢？对初三的学生而言，在最后的
化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不难，主要
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清学科特点，提高复
习效率

化学以实验为载体，注重研究物
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变化规律。因
此，在复习时，要根据这一特点，先对
课本知识进行分类，然后采取合适的
方法进行复习，比如：有关物质的复
习，可采用对比、归纳的方法，把课本
上一些分散的知识系统化，提炼出知
识点，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
系。只有完整地建立知识体系，才能
提高分析问题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有
效地进行知识迁移。

二、练习往年中招试题，把
握命题的特点和方向

近几年河南省的中招化学试题
难度不大，考查基础知识的题占50%
左右。分析历年的中招试题可以发
现，审题不仔细，不会书写或不能规

范书写化学用语，计算能力和实验探
究能力差，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等是学
生失分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复习时
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要注重对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如：规
范书写元素符号、化学方程式等，熟
记常见元素和原子团的化合价，掌握
常见的单质（氧气、碳、铁等）、氧化物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化钙等）、
酸、碱、盐的化学性质及反应时的现
象，理解物质的微观结构与宏观变化
之间的关系等。

三、科学制订计划，合理安
排复习内容

在复习过程中，应分阶段安排自
己复习的侧重点。在第一阶段的复习
中，要注重对基础知识的归纳总结、理
解与应用，一手抓理解，一手抓应用；
一边梳理知识点，一边将分散、繁杂的
知识点进行分类整理，使其系统化，并
找出内在的联系，形成脉络清晰、主线
突出的知识网络。

经过系统复习，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有了提高后，再进行模拟考试，这
样可以把学生所学知识和所具备的能
力如实反映出来。这个阶段也是一个
发现弱点，查漏补缺的阶段。在复习的
过程中，要切实、有效地训练“读题—析
题—答题”这三个环节的基本功。

不少学生在知识上没有什么缺
陷，中招考试时得分却不高，原因多半
是解题的基本功出了问题。在模拟练
习过程中，要严格要求，做到凡是自己
懂的题目务必答对。

考前要回归课本。中考题有相当
一部分是依据课本内容编制而成的，
课本中的习题、例题、实验、插图、阅读
资料等常被用作编题的素材，所以，学
生在考前一定要仔细通读课本，把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好。这是获得高
分的诀窍。

四、密切联系实际，培养知
识迁移能力

近几年中考化学试题都有联系实
际的题目，而且分值比例呈上升趋
势。这不但贯彻了新课标的精神，也
很好地体现了化学这门学科来源于生
活、服务于生活的时代主题。在复习
时，要注意紧密联系实际，选择以环境
保护、生态平衡、生活健康、化工生产、
高新技术、资源和能源等为背景材料
设计的题目进行练习。

联系实际 多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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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轮复习，掌握基础知识
后，高三学生迎来了第二轮复习。第
二轮复习是学生能力、素质提升的关
键时期。针对如何提高学生在生物第
二轮复习中的效率，我从四个方面谈
一下。

一、整合主干知识

高考试题多来源于核心知识，
如必修三的主干知识包括三个部
分：1．“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免
疫调节”等有关人体稳态的维持，2．
以“生长素发现的实验研究”为基础
的植物激素调节，3．以“种群—群
落—生态系统”为主线的生物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复习中，学生要
紧扣教材，注重知识点的内在联系，采
用核心辐射、穿线成珠等方法，把主干
知识构建成各自的知识体系。

高三学生在构建知识体系时，不
要简单堆砌知识点，而要学会对复习
内容进行提炼、概括，做到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此外，还应把生物学观点
进行总结，并贯穿于第二轮复习。

二、系统复习教材实验

实验是高考的必考内容，任何生
物知识都能以实验为背景进行考查，
在第二轮复习中，实验复习是重头戏。

教材中的实验是复习的基础，《考
试大纲》规定，教材中必考实验为19
个。在第二轮复习中，学生对这些实
验可进行分类、系统地复习。

另外，要注意挖掘教材中隐含的
经典实验，如恩格尔曼的水绵实验、肺
炎对双球菌转化实验、噬菌体侵染细
菌的实验等。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多数学生的
“软肋”是实验探究和设计能力，学生
普遍对实验探究与设计类题存在畏惧
心理，其实，这类题目并不难。解答这
类题目，关键要有完整的实验探究思
路和解题思路。

实验探究思路一般是：观察现

象→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取得结
果→分析结果（不定向）；设计实验的
思路是：围绕实验目的→确认实验变
量（即自变量）→明确实验原理→选择
教材用具→确定检测指标→设计实验
步骤，其中，实验步骤一般分四步：1.
分组（编号），2.处理（设置对照原则、
体现单一变量原则），3.培养（控制等
量原则），4.观察记录（因变量）。

三、提高图文转换能力

在第二轮复习中，学生应多关注
图表，如《分子与细胞》模块中，与高
考内容有关的各类插图（模式图、示
意图、图解、坐标图、数据图表以及实
验装置图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
复习备考中，必须高度关注，通过
识—思—比—析，加深对相关知识点
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高三学生还需提高
图文信息转换能力。信息转换题常以
坐标曲线图、数据表格图及形式结构

图为载体，因此，学生可通过对课本插
图合并、分解、变形等方式进行改造，
然后进行图文相互转换练习，如把文
字（或数据表格）改用坐标曲线图（或
直方图）表示等。

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理综测试多以基础理论和实际问
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命题，这就要求
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解释科
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概
念、新进展。

高三学生平时要关注对科学、技术
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学新进
展以及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
件，并通过各媒体获取生命科学发展
中的重大热点问题，如环境污染、干细
胞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在医学上的应
用、生物育种（特别是太空育种和转基
因育种）、疫苗研制及应用等时代感较
强的问题，尝试将这些问题与课本知识
联系起来，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强化基础 侧重实验和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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