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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一阶段的集

中复习和一模的试练、总

结，考生们已经到了备考

的新阶段。在接下来的

备考中，建议考生们关注

以下方面，并结合自身情

况做好复习计划。

一、认清优势与短
板，针对性解决问题

考生此时需要对自己在生物备考中已经具备的

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每次考后的反思

和总结、多次考试的纵向对比，是发现问题的好途

径。生物等级考以考查考生核心素养为宗旨，而核

心素养与生命科学研究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试题

均依托真实的科研情景，以解决真实的科学问题或

生产实践问题为目标。考生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够帮

助其迅速进入科研情景，而问题的解决则依靠关键

能力，包括获取信息、科学探究、逻辑推理能力等。

对于能力已经具备，考生需要保持优势甚至上一个

台阶；而对于尚欠缺之处，则需要针对性训练、总结，

补齐短板。

二、遵守学术规范，答案有迹可循
很多考生能很快理解题干信息、进入问题情景，

但是对于如何写出正确答案依然感到困惑。在生命

科学研究中，研究工作的交流和分享要遵循学术规

范，这就要求论文或报告的语言表达准确、科学、简

练、有逻辑性。近3年的生物等级考试题，答案鲜有特

别长篇幅的，把很多填空题的答案进行长篇大论地论

述，是一个误区。以“描述实验结果/得出结论的依

据”为例，分析清楚图中的自变量、因变量，说出各组

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即可。再以“结合题中信息和

相关知识解释某一现象”为例，可以先在草稿纸上画

出简单的逻辑图，然后以专业、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

即可。对于“说出生物学意义”这类题，要从生命观念

中相关的角度去答题，如物质与能量、进化与适应、稳

态与平衡等，要结合题干信息进行“升华”。

三、回归核心知识、巩固关键能力
如果说一轮复习实现了知识和方法的全覆盖，二

轮复习实现了形成知识体系和迅速培养关键能力，那

么高考前就需要简化知识体系、巩固关键能力。考前

考生要对知识进行复习和回顾，因为情景千变万化，对

核心概念的考查是不变的。如果此时考生要构建概念

图，它应该是一个极度简化的概念图，但能帮助考生联

想到所有的核心知识。以“生物与环境”模块为例：

前期通过大量的高强度训练，考生提升了关键能

力。高考前，需要对已经培养起来的能力进行巩固，

此时不需要去挑战特别难的题，而是保持在较稳定的

节奏下适度练习。此时信心也非常重要，考生要相信

自己经过长时间扎实的努力，已经为高考做好了准

备，一定能顺利解决问题、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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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可以诊断

出考生复习过程中

仍存在的问题，考

生要进行针对性地

改进，优化方法，提

升成绩。

一、研读教材
关注细节

北京高考物理

试题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教材，2022年有超过

三分之二的试题素材源自教材，其中解答题第

19题的第二问“推导证明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

规律”就是教材中的正文。因此考生在备考过程

中一定要读好教材、用好教材、挖掘好教材。

在研读教材时，一定要关注细节，进行体系

构建和整合归纳。特别对于核心概念和规律的

建构过程及物理意义、物理量的定义方法、物理

规律是具有普适性还是有特殊条件限制、运用

物理规律能解决哪类问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规律应用的拓展和变化等，考生一定要对物理

本质有深刻的理解。比如“势能”是高中物理中

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北京高考的高频考

查概念，考生在已经累积一些题目后再回顾这

个概念时，一定要站到高处去理解。如重力、万

有引力、弹簧弹力、静电场力、分子力等这些力

做功均与运动路径无关，只由初末位置决定（要

会证明），这样的力称之为保守力。而功是能量

转化的量度，说明某种能量的变化与路径也没

有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势能的概念，即势能是

物体由于位置所产生的能量。根据作用力的不

同，分为不同的势能，将其进行概括归纳，从而

进一步得到保守力做功与势能变化的关系为
WAB = EpA - EpB = -ΔEp 。按照上述分析，不会存

在摩擦力势能以及在涡旋电场中也不会有电势

能的概念。

二、规范训练 夯实基础
在进行各区高三期中、期末、一模试题整理

时，考生要将自我解题过程与标准答案比较，熟

悉评分规则、作答标准，通过自我诊断，分析和

明确自己为何失分，针对曾经做错的题目以及

讲评时老师重点强调的规律、方法、重要结论和

物理思想等进行梳理与总结。尤其是计算题，

在过程分析上一定要具有逻辑思维，在方程书

写上一定要规范，明确自己到底想运用什么规

律，是功能关系还是能量守恒，不能“混搭”。比

如运用动能定理求解问题时，要先选定初末状

态和过程，然后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厘清这个

过程哪些力做功，再去列动能定理，规范地表示

出等号左边合外力做功，等号右边为末动能减

初动能。

基础较薄弱的同学，可从教材中的课后题

入手，对教材中出现的典型、重要的物理模型要

进行归纳总结，如小球弹簧模型、绳球杆球模

型、传送带模型、子弹打木块模型、电流微观模

型等，做好运用核心规律解决经典模型的梳理。

对于能力较强的同学，除基本模型必须过

关外，还要研究每年的命题思路与考查方向。

比如 2018 年、2020 年、2022 年在计算题中考查

了球面辐射模型，考生可将同类问题一起比较，

依托真题，通过审题、信息分析、创建图景、建构

模型，最终总结出解决问题的一般性思路。

一模是一场诊断性的

考试，可以检验学生一轮

复习的效果，推动考生去

解决问题，形成对知识的

本质理解，进行知识查漏

补缺。

一、查漏补缺的方法
查漏补缺是每次考试

后老师挂在嘴边的话，但

是如何查漏补缺？如何通过一张试卷找对自己的知识

盲点？自己具备查漏补缺的能力吗？搞清楚这些问

题，才可以真正做到查漏补缺。

考试后考生需对标答案，对试卷进行认真深入分

析，诊断自己在知识、解题方法、学科思维方面的不

足。看看试卷当中得分、失分的题目有哪些？失分是

因为知识掌握不熟练，还是审题不仔细？是答题思路

不合理，还是答题角度不清晰？找到原因后，要有针对

性地进行训练。

二、备考建议
1.回归高考试题，注重知识间的类比联系
考生可把近5年北京高考题的某种题型放在一起

做，寻找同种题型的普遍规律（试题结构、立意、信息给

予形式、设问方式、常考的知识点、知识的关联性、解题

方法、能力考查点、易错的点等），熟练掌握常见设问的

答法。结合高考试题和模拟试题中考查的知识点，梳

理能得分但易错的知识点和思维点，梳理可以迁移应

用的方法，形成对化学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

2.提高认识，完善思维模型
考生要构建物质性质及转化模型、分离和提纯模

型，速率和平衡角度分析模型；解决工业流程图题基本

框架；工业生产类综合问题分析解释要点及思路；电化

学问题解决思维模型、“调控反应 ”类的问题；有机化学

合成分析模型、物质结构分析模型等重要的模型及答

题思路模板，依据自己的薄弱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并基于变化的本质去思考问题，逐步实现真实而复杂

的情境问题的解决，在此过程中提升认识模型。例如，

化学真实问题解决的一般流程：审题（审目的、审物质、

审条件、审新知）、析题（分析设问指向的问题、涉及的

物质、涉及的反应、新信息提示的内容、关联的必会知

识）、解题（分类、分析、对比、找到对应的方程式、对应

的概念、对应的规律原理）、答题（回应目的、找准反应、

说清变化、规范书写）。

3.注重对信息的提取及加工
北京高考化学试卷信息形式多元化，如符号表征、

物质结构图、实验装置图、能量变化曲线、微粒反应机

理、晶体结构图例、工业流程图、有机合成路线、陌生原

理资料呈现等。信息的角度多样、形式多样，考生要找

准信息与问题间的关联，提高信息输出和加工能力及

高阶思维能力。基本思路可以依据信息找微粒、根据

来龙去脉找反应、依据性质条件看影响、依据概念想思

考角度、根据证据进行推理论证。

4.关注审题及答题规范性训练
审题环节考生要全面细致，能看会信息、看懂问

题，用圈画关键词、连线、画示意图等形式，将文字转

化为化学语言。审题力争能做到“去情景”化，见“生”

想“熟”。

关注答题角度，落实答题规范性。语言表述要有

起因、变化、结果，例如，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问题，就

要找到平衡，再找到变化条件，最后写出变化结果；如

果题目要求结合方程式解答，就必须写出方程式，再进

行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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