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括关联 实现知识结构化

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试题综

合程度高，要求学生有相对完整

的学科知识体系，有多维度、多层

次的学科能力，考查学生的批判

性、缜密性和系统性思维品质。

按照新课程“必修+选择性必

修”的课程体系，必修模块针对所

有学生，目标是提高全体公民的

一般科学素养；而选必模块针对

的是选考化学的学生，推进的是

系统的学科思想方法教育。考虑

到课程的阶段性与学生学习的难

度递进，必修与选必模块在内容

的分布上既有一定的重复，又有

螺旋式上升的特点，难免显得碎

片化。高三学生复习备考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实现化学知识体系

的构建，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学

科知识体系。所谓构建知识体

系，就是要把原先学习的零散的

知识点建立关联，按照内在逻辑

形成知识网络，只有实现了网络

化，才能发挥知识的功能化。比

如在复习元素化合物知识板块

时，重点是 Na、Fe、Cl、S、N 等几

种元素，在复习时同学们把每一

种元素画出一张知识结构图，把

该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的转化

关系直观地放在“化合价—物质

种类”的二维图中，便于从“价—

类”两个视角来观察物质转化的

规律性，这种知识结构的整合使

大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会产生

丰富的思路，能多途径、多角度地

进行物质制备、性质检验和分离

提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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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背景下化学复习的五大策略
北京汇文中学教师 岳 波

北京卷多年保留“实验

探究”题，2022 年也不例外，

这已经成为北京卷的特色。

实验探究题设问角度灵活开

放 ，能 力 考 查 突 出 学 科 本

质 。 探 究 题 重 视 的 不 是 结

论 ，而 是 得 出 结 论 的 过 程 。

要求学生能够发现问题并提

出假设，针对假设来进行实

验设计，对假设进行证实或

者证伪。从实验设计的整体

性来看，实验方案（实验假设

与结论）之间必须存在逻辑

上的因果关系，对学生的思

维过程考查较为深入。此类

问题涵盖了分析推理和探究

创新等能力，是整个试卷中

综合程度、难度和区分度都

较高的题型。

要形成实验探究类问题

的解决能力，需要日常功夫积

累。在基本概念、元素化合

物、基础理论、有机化学和物

质结构等板块的复习过程中，

也要涉及实验方面的知识、技

能与方法，而不是等到复习化

学实验板块时才集中突击。

在研究物质性质与应用等情

境中，也可以进行验证类实验

或小规模的探究型实验，既能

强化理解物质的检验与制备、

分离与提纯等基本技能，也能

形成证据意识、变量控制、对

比实验与空白实验等科学思

维方法，逐步建立完整实验设

计的逻辑链条，最终形成实验

探究能力。

总之，针对“四新”背景，

高三学生要进行科学的复习

备考，实现知识的结构化，又

要在真实问题的情境中灵活

使用学科知识与方法，通过真

动手、真观察、真思考、真总

结，形成解决真实问题的能

力，适应新的高考形式，必能

取得优异成绩。

北京卷试题一向重视问

题的情境化，一般是通过我国

传统文化、新科技成就、生产

生活、环境保护、课堂实验和

化学史实等真实问题来设置

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真实问

题的过程中，灵活运用学科知

识，引导学生从解题到解决问

题的转变，真正实现命题理念

中的“突出学科思想和方法，

把实践能力考出来”。

很多学生认为所谓情境

只是对试题的包装，他们在面

对高考题时，总是要先进行

“去情境化”，以便把真正的问

题找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其实情境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情境是问题解决的条件或者

要求，反过来也能成为问题解

决的线索，学生要做的是把情

境与学科理论问题相关联，找

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学科知

识与概念、原理。

情境素材的形式越来越

多样化，既有文字描述、化学

用语，又有图表图片、流程示

意等，拓宽考生对信息提取转

化的考查方式。素材形式多

样化，也蕴含着对学生能力要

求的多样化，在实际问题解决

过程中涉及到辨识理解、概括

应用、分析推理和探究创新等

能力，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复

习过程中需要着力提升的。

如 2022 年第 18 题以考生熟悉

物质为载体，考查考生对化学

原理的认识以及对图表信息

的加工能力。

在高三复习阶段同学会做很

多练习题，但是做题也要讲究方

式方法。如果只是机械地做题，

靠海量试题换取经验，就只能叫

“题海战术”，事倍功半。正确的

方法是在做题之后要进行必要的

反思，有反思才能有提高。

高三复习试题有些是为了训

练熟练度与准确率，这类试题重

现率较高（包括在高考试卷中），

但难度一般不大，重在考查知识

的覆盖面。另一类试题重在思维

过程的考查，体现化学学科思想

方法，在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中都

可能会出现，这类试题往往较有

新意，一般区分度较高，同学们

在做题后有必要花些时间分析

和总结，进行深刻的反思。所谓

反 思 ，其 实 就 是 对 试 题 进 行 剖

析，目的是研究试题的结构，形

成 解 决 这 类 问 题 的 思 维 模 型 。

反思的角度应该涉及如下几个

方面：一是这道题几部分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或者题干信息与后

面设问之间的关系）；二是该题

考查的基础知识点有哪些；三是

该题在教材上问题原型是什么；

四是这道题还有没有其他解法，

或者其他的问法。

典型试题的示范价值、迁移价

值是很大的。近年很多高考试题

都是取材于教材的实验探究、思考

题甚至例题，以教材上的素材为原

型，进行设问角度、设问方式上的

创新，就成为新的试题变式。创新

后的试题往往对学生的思维品质、

思考深度有更好的考查功能，考查

学生的课堂表现——是否基于

思考方式进行学习。比如2022年

北京化学卷第 18 题侧重思维深

度，而不是情境的陌生程度。学

生对试题进行反思、总结和提升

的习惯，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的

方法，是适应新高考命题思路的

高效方法。

试题反思 重视思维模型化

很多同学在高三复习阶段只

重视课堂上老师梳理的复习笔

记，或者是只认定某一本参考书，

而经常脱离教材，甚至根本不看

教材，这种做法害处极大。

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命题

依据是“新课标”与“新课程”，理

论上来说“新课标”是教、学、考三

位一体的，可以作为教师、学生和

命题者的参考依据，但是课标内

容往往是原则性的，不太适合学

生阅读。而教材就是新课程的载

体，教材把高中化学知识架构搭

建起来，把新课标的理念落到实

处，通过具体的素材、探究的案例

和必要的思考练习来实现学生的

学习过程，所以教材是高三复习

备考的重要资源。从2022年的命

题风格来看，考查内容依据课标，

依托教材，试题突出主干，旨在引

导教学回归课堂，从而实现把学

生的“课堂表现考出来”，如选择

题1—7、9、10题，非选择题15题大

多为课本基础知识。试题重在反

映考生对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而非简单记忆，以此减少因死记

硬背而造成的学习负担。2022年

的化学试题还充分考虑使用新教

材对教情学情的影响，如第15题注

重物质结构与性质的本源性问题，

体现了新、旧教材间的有序过渡、

顺畅衔接。从多年北京高考化学

卷命题思路来看，化学卷一直注重

引导学生重视教材、重视课堂、重

视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思想方法，

不考繁难偏怪的内容。

重视教材 提升课程资源化

作为使用“新课标、新课程、新教材”后的第一年“新高考”，2022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落下帷

幕，从化学试卷的结构、内容、素材与价值导向上来看，试卷形式稳定，命题风格稳定。历年的北京化学卷一直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追求宽广融通的命题思路，坚持“四个突出、四个考出来”的命题理念，即：

①突出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出来；

②突出主干知识，把课堂表现考出来；

③突出学科思想和方法，把实践能力考出来；

④突出北京学生特点，把创新精神考出来。

理解这些命题的指导思想，对于新一届高三学生形成科学的备考思路是非常有启发的。

提升能力 理解问题的情境化

实验探究 体现思维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