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学科期末考试是一轮复习结束的一次综

合检测，针对考试做精准复习，效果才是最好的。

每一个人复习的侧重点都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指定。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妨想一下，

考什么？怎么考？自己会什么？需要做什么？自

己的问题出在哪儿？这些需要在平时的错题中寻

找答案。

一是知识的直接考查——是什么、为什么，弄懂
知识本体

期末考试不论题目难易，一定会考查核心知

识。所以知识本体要会，比如核心概念——氧化还

原反应的基本规律和方程式书写，基本原理——速

率、平衡常数的计算要熟练掌握。

二是知识与方法的应用——梳理常见的逻辑关系
核心知识的应用一定会考查，比如用结构解释

不同类型物质的性质，要整理出思维路径。常见问

题就是课本知识的应用，如不同晶体类型的熔沸点

差异。考生要建立物质结构决定性质，物质性质决

定应用的学科思想。

三是应用知识进行推理——问题的起点和终点，
应用知识建立推理路径

以学科素养立意的考题，模型建构的核心思

想要考查，如：分析不同条件工业生成的转化率差

异的原因。考生要建立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关联

知识的思维路径；在电化学原理考查中，要做闭合

回路的系统分析。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能力可以在

实验探究中体现。考生要依据实验现象，分析存

在的微粒及梳理变化，进一步推理论证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反应，建立严谨的推理路径。

获取、应用信息能力要考查，如新信息的现

场学习与应用。几乎所有的板块内容都可以通

过提供新信息，考查现场学习的能力：简单的就

是直接应用，例如有机推断中很多信息反应的直

接应用；复杂一些的就是题目生成信息的进一步

应用。如果没有想法，就多看几遍题目，真正理

解信息本身。

无论素材如何新颖、情境是否复杂、设问是

否陌生，考生一定要回忆学过哪些知识，哪些方

法、思路。无论题目难易，都要沉稳作答，把握好

考 试 节 奏 。 不 慌 张 地 答 题 ，结 果 永 远 不 会 太 糟

糕。期末前会“刷”一些题，有些常见题目容易形

成思维定式，考试时要看清问题，避免主观臆断，

答非所问。在文字题的解答中，要避免随意性，

答题要建立素材与所学知识之间的关联，逻辑链

条要清晰完整。

高三上期末考试对考生具有全区定位作用，良好

的备考策略是考生取得优异成绩的保障，同时也为高

考备考树立强大信心。

关注社会责任 确立复习重点

高考关注立德树人相关社会议题和科研材料，渗

透国家情怀。因此，光合作用与粮食产量、遗传规律、

变异与育种、生物工程与健康、药物研发、生态与环

保、稳态与平衡均是期末与高考的重点。

重视核心概念的复习和真实情境下应用

必修1《分子与细胞》中，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物质

跨膜的方式（协助扩散和主动运输）、光合和呼吸作用

的过程，细胞的分裂分化均是复习重点。

例如，植物的储能物质是什么？（淀粉和脂肪）；

淀粉和糖原的基本单位是什么？（葡萄糖）；分泌蛋

白、膜蛋白、溶酶体中的各种酸性水解酶从合成到

准确定位涉及的细胞器是什么？（核糖体、内质网、

高尔基体、线粒体，体现了生物膜系统在结构上的

相互联系和功能上的协调统一）。上述重要知识均

需要熟记。

必修2《遗传与进化》中，基因分离定律、自由组合

定律、连锁互换定律，测交、自交、正反交、回交等遗传

学基本方法是考查的重点。

例如，遗传方式的判断：若已知显隐性，雌性隐性

纯合子和雄性显性个体杂交；若未知显隐性，正反交

实验。测交是指“待测个体”与隐性纯合子的杂交，由

于隐性纯合子的配子只提供隐性基因，对子代性状没

有干扰，因此子代性状分离比反映了“待测个体”产生

的配子种类和比例。

选择性必修3《生物技术与工程》中，考生要重点

掌握好各种技术的基本步骤及应用。

重视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复习

科学思维和探究能力是高考考查的重点。探究

过程和方法，以及探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逻辑推理能

力，超越了学生所需要获得的重要知识。上述理念在

期末和高考中一定会大量体现，因此考生一定要去总

结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相关模型。

选择性必修1《稳态与调节》和选择性必修2《生物

与环境》，知识复习的重点是大概念，不要拘泥于细节，

重在科学思维、科学探究模型的总结。

关注以往考试的错题

以往考试的错题反映的是自己知识上的漏

洞、方法的错误，以及答题文本书写的不规范。在

期末考试前考生一定要认真复盘，减少考试失误。

祝大家取得好成绩。

生物：确立复习重点
重视核心概念

北京市第四中学教师 赵晓刚

各区即将进行高三期末考试，下文将分享一

些物理学科答题策略，以期对考生有所帮助。

放松心态 整体把握

三个月以来，考生们已经历了多次测试，这次

期末考试也只是其中一次而已。期末考试是对高

三生半年以来学习情况的检验，以期对考生下一

步的学习进行方向性引领，因此考试成绩不理想

并不是坏事。在考场中，考生收到试卷后，要对试

题整体把握，大部分区考查的内容是高中物理的

主干部分，如力学、电磁学；从题型上来看一般是

选择题、实验题、计算题，部分区会出现不定项选

择题，考生要对各种题型的作答时间合理分配，防

止有些会的题目却没有时间去写；考生还要了解

试题的难易程度，物理试题的特点是每道题基本

都会配图，通过图的提示，考生大致就能判断出在

平时的学习中是否见过此类题目，进而做到心中

有数。考生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所有答案都写

到答题纸上，选择题不要涂串行。

认真审题是关键

在解答物理问题时，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审

题，抽象为物理模型，选择合适的规律或方法，列

式求解。审题的成败决定了后面操作的成败，通

过平时测试来看，很多不必要的扣分是因为审题

原因造成的。考生对常见的物理关键要素要非常

熟悉，要在审题时标注出来，并同已知物理量用不

同的符号加以区别，如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运动

时，带电粒子的电性，电场、磁场的方向，是否考虑

带电粒子重力的影响；图像问题中，要看清横纵轴

代表的是哪个物理量，如U-I图像还是I-U图像，

横纵轴物理量的单位，横纵轴的交点是否从零起

等。选择题解题时一定要注意“不正确的”“可能”

与“一定”等。

规范作答 不留遗憾

考试检验的不仅是考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能

力，同时也有规范操作方面的考查。实验作图过

程中，要使用铅笔连线，连接直线时要一步到位，

与横纵轴有交点，描点时用正十字叉，不能用“×”

或点，注意计算题的有效数字或小数点后几位。

在计算题中不能跳步或使用二级结论，如磁场圆

周的半径公式和周期公式等不能直接使用。实验

题和计算题的最后答案要使用题目中的已知符号

表示，若出现新的符号，要写清楚代表的物理量是

什么。矢量要写清楚大小和方向。

注意不同题型的答题技巧

选择题，考生可以用排除法、代入法、特殊值

法等，如2022年朝阳区期末考试选择最后一题，就

可以从物理量单位角度排除其中两项；不定项选

择题，对于拿不准的选项，考生要谨慎去选；部分

考生对压轴计算题信心不足，其实第一问或第二

问大部分同学还是可以得分的，大家要勇敢去做。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教师 程 健

物理：了解试卷内容
掌握试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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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夯实基础、精准复习
调整心态、稳定发挥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张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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