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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方向 科学应对

新教材怎么考，考到什么程

度，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是考

生当下的复习中应该关注的问

题。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

找准复习方向，进而科学应对。

明确高考考核的方向，考生

须加强对两个材料的了解。一是

课程标准，其中不但包含内容要

求、教学建议，还包含对于各个模

块内容学习深度的要求——学业

质量水平要求。对照这些内容，

考生可以小组合作，说说复习重

点，讨论一下有哪些不同的考核

方式。阅读学业质量水平三、水

平四的具体描述，考生能更加明

确对于具体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的

层级要求。二是《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其中对于新高考“怎么考”

提出“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

新性”四个要求，可以说是新高考

政治考查的重要指导原则。

找准问题 精准发力

有了准确的方向，下一步就

是找准跑道和起点，这是现阶段

考生复习最可能提升的地方。

考生都已积累了 2 至 3 次区统考

试题，再加上学校平时组织的统

一测试题，集中起来分析，能发

现若干可以提升的方向。

考生复习中存在的问题，或

许是某个模块基础知识巩固落实

有不足，或许是核心主干知识理

解有偏差，或许是审题破题的训

练不够，再或许是知识与材料结

合有欠缺……找准问题，然后精

准发力，才能高效利用时间，带来

政治学科成绩的提升。当然，为

了提升对于问题诊断的准确性，

同时提升应对方法的科学性，考

生要多与任课老师互动、答疑。

统筹资源 合理应用

找准问题，精准发力，能减

少漫无目的的复习，防止在所有

内容上平均用力。那么，考生需

要侧重哪些学习资源呢？复习

资源，是考生的“劳动工具”，是

应对问题、突破困局的“武器”。

不同的学习方法，依托的学习资

源不同。有些考生习惯使用参

考书，有些习惯自己构建知识框

架，各有其优势和不足，若通过

自我判断效果有可取之处，就不

用刻意调整。

但是，有几个资源必须引起

考生重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教材。回归教材既可以帮助考

生巩固基础，又可以深化对教材

核心主干知识的理解。所谓万

变不离其宗，情境、设问总在变

化，但考核的知识永远超不出教

材的范畴。排在第二位的就是

各区模拟题和往年北京高考题，

尤其是其中有关选择性必修的

考核内容，能帮助考生巩固相关

内容，对于高考复习也有很强的

参考价值，值得考生反复思考、

精练精析。

注重规范 不留遗憾

找准了方向，明确了方法，

科学规划了复习时间，精选了复

习可以重点依靠的资源，接下来

考生要注意的恐怕就是答题的

规范问题了。

考试对于高三生来说已习

以为常。毫不夸张地说，每位考

生都是身经百“战”。从第一次

和考试相遇时算起，考生与考试

是相识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一件事情，坚持了十几年，如果

还没有在起码的规范上达标，恐

怕就要留下一些遗憾。书写工

整、层次清晰、逻辑顺畅、重点突

出等，都要引起考生足够关注。

如果说题目所考核的知识，已超

出考生的能力范围，那失分是可

以坦然接受的。但如果本应得

到的分数，考场上也付出了宝贵

的时间，最后却因为答题规范问

题而失去，就只能说是遗憾了。

最后，祝福每一位考生，愿

大家多年后重新回忆起这段日

子，都能骄傲地说起那个奋斗的

自己。

思想政思想政治治：：

复习四建议复习四建议
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 杨小斌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 杨小斌

化学化学：：

复复习习““八要八忌八要八忌””
东北师范大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正高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特级教师 姚新平姚新平今 年 的 北 京
高考，是统编版新
教 材 第 一 次 高
考。考生如何应
对 这 一 新 情 况
呢？下面谈几点
个人想法，供考生
参考。

高考前这一个月的化学复习，考生要做到“八

要八忌”。

一要明确排位，忌目标盲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化学考试采用的是等

级赋分制，各区模拟排名也换算成了等级分。考

生可大致了解目前自己在全市所处的位置，由此

确定努力的目标。比如说，目前赋88分，化学排名

在前15%，那么目标可以定在91分，向化学排名前

10%努力，然后思考该如何努力。目标切忌定太

高，如果超出自己的能力太高，不但达不到，还会

徒增焦虑。

二要反思总结，忌皂白不分

“二模”结束后，有的考生往往把各区“二模”

试题统统拿来，不分青红皂白做题，让自己很疲

惫。大量做题，缺少必要的反思与顿悟，形不成积

淀，也得不到升华。

考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找出存在的问

题与解决的方法，有选择地做题，达到事倍功半的

效果。考生可参看如下表格，对过往的“一模”“二

模”等重要考试进行统计、反思，找到解决方法。

化学失分归因自我检测

失分原因

非智力

因素

审题失误

表述失误

知识失误

（写出具体

知识点）

方法

（能力）

时间紧张，没写完
心情紧张，造成失误

马虎
轻敌了

读不懂题目
错误理解题意
漏掉关键条件

没有挖掘出隐含条件
表述不准确、不清楚

表述不完整
化学用语写错

答非所问
知识有疏漏遗忘
知识记忆有误

知识理解不深刻
相似知识混淆
方法适用错误

方法缺失
方法不熟
欠灵活

频次 解决方法

三要突出重难点，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失误原因，结合高考要求，

确定复习的重点、难点，集中突破。

比如，反应机理、高聚物的形成、电化学、电解

质溶液、平衡、实验探究等知识点有难度。考生可

针对这些内容集中训练“二模”中的相关类型题。

考生还要注重概念之间的关联，如原子半径、

电离能、电负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的应

用体现在什么方面？对无机化工（制备）题，要注

意反应原理、分离提纯的实验操作，审题时要关注

隐藏微粒。对实验探究题，要注意实验目的；要关

注题干新信息，若解题时没用到新信息，要么解不

出题，要么解错题；要关注实验现象背后的反应本

质。对速率与平衡原理题，要从图像分析对应的

反应及变化趋势，关注主、副反应的反应条件、控

制条件，尽量减少副反应的发生，还要关注平衡常

数的计算及应用。对有机框图题，要全面关注题

干、新信息及设问中的信息，正向、逆向思维相结

合，才能推导出流程中的陌生物质。把“二模”卷

中的这几类题集中一下，练习其中的重难点，考生

是会有提高的。

四要回归课本，忌“小河沟翻船”

现在的化学单科考试，不同于以往的理综考

试，考题有所增加，意味着考点增多。课本是高考

试题命制的重要依据。回归课本，考生要重点看

实验细节，如干扰物质的去除方法等；还要看课后

习题，以往不少试题的源头是课后习题。

五要振奋精神，忌凭成绩下定论

这段时间，考生会有一些焦虑，这很正常。适

度焦虑会督促考生进步，但过度焦虑往往是心态

出现了问题。考生既不要过高要求自己，也不要

轻易放弃；要振奋精神，增强信心，科学复习，全力

以赴应考。实力是克服焦虑、恐惧的最好方法。

个别考生认为，这段时间成绩已定，没有必要

再努力学习。这是非常错误的。高考中，总有考

生超水平发挥，也总有考生考出了比平时差的分

数，主要原因就是最后阶段的复习是否得法。

六要寻求帮助，忌孤军奋战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复习时间宝

贵，考生要听从老师安排，请老师帮助分析自己的

问题，找出改进方法；对疑难问题要及时问老师或

同学，以及时高效解决。一味自己思考，时间利用

率低，且效果不佳。

七要适当练习，忌手生

高考前的最后几天，考生就不要大量做题了，
但要适当练一练，最好做近两年的北京高考题，保
持热度，防止手生。

八要劳逸结合，忌疲劳战

高考前几天，考生一般在家备考。要注意加
强营养，适度锻炼，劳逸结合。要列好作息时间
表。高考前不能太疲惫，要以充沛的精力参加
高考。

总之，高考前这最后一个月，考生要保持状

态。知识上深刻理解、查漏补缺、纠错纠偏，能力

上关联拓展、形成模型、用好典型试题（近年高考

题），就能取得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