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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考试题的题型分为单

项选择、生活现象解释、科普阅读

理解、生产实际分析、基本实验及

其原理分析、科学探究、实际应用

定量计算七个模块。临近考试，

老师再简要梳理一下答题技巧，

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单项选择题共25道，通常前

20道题综合度较低，一道题可能

只涉及一个知识点。因此考生在

作答时应注意审题，圈画关键字

确保不失分。后5道题相对综合

度较高，常考查的点有溶液、微观

示意图、检验除杂、燃烧条件等课

本实验、新情景信息等。这些题

往往有干扰选项，建议考生答题

时采用排除法，选择最合适的选

项。有时题目还给出实验装置图

或曲线图等信息，建议先分析图

中标注的信息，如物质、横、纵坐

标等，再综合所学知识进行考

虑。复习时可练习不同区的选择

题，达到对细碎知识点的大面积

覆盖，并重视积累错题和模糊的

知识点，在考前再次复习。

生活现象解释题共 3 道，考

查内容以细碎知识点为主，难度

不大，但考生易马虎失分，主要问

题在审题和不定项选择。建议考

生圈画设问中的关键字，并分析

每一个选项确保不失分。这部分

的复习方式与单项选择题一致。

科普阅读理解题共 1 道，重

点考查学生从新素材中提取信

息，总结加工的能力。本题中大

部分题目难度不大，均可在原文

中找到答案。建议考生答题时

先圈画设问中的关键信息，再去

原文中定位关键信息找答案，提

高做题效率。作答时不要按个

人经验脱离文章内容答题，应结

合文中信息分析判断。本题的

难 点 设 在 针 对 图 表 信 息 的 考

查。例如“对比图中的几条曲

线，得到的实验结论是 ”，

这种题要按照“控制变量+研究

范围+自变量与因变量具体关

系”模式进行作答，确保写出答

题的采分点。考生答题时应耐

心分析图像的横、纵坐标、图例、

图像对应的文段内容，并根据题

目设问，找准自变量、因变量和

研究范围，代入模式作答。这部

分的复习可将重点放在对图表

信息的表述上。

生产实际分析题共 2 道，难

点在于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陌生

的生产流程。考生可按以下流程

进行分析：先审题干，明确该生产

的最终目的；再分析每一步设备

进行的变化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

变化，若为化学变化，则要分析变

化前后物质发生了哪些变化，可

以列化学方程式帮助分析。这部

分的复习可将重点放在对流程各

部分设备功能的认识和化学反应

原理上。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题共

5或6道，重点考查考生基于必做

实验形成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建

议考生答题时不要忽略题干，题

干会给出实验目的，有利于考生

联系相关知识。同时，考生要仔

细分析给出的实验图，圈画物质

及其所在位置、开关等信息，结合

题目设问作答。这部分还经常出

变型实验，若考生熟悉课本原型

实验，能将变型实验与原型实验

对比，找出差异，将有利于答题。

这部分建议作为复习的重点，可

将变型实验与原型实验题放在一

起归类复习。

科学探究题共 1 道，该题一

直是一道难度较高的综合题，为

取得高分，考生需要进入题目研

究的实验情境。建议先明确实验

研究的总目的，了解整个实验要

解决什么事，即确定因变量。一

般探究题都会在总目的引领下进

行2至3个分实验，探究不同的因

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建议考生先

重点圈画题干文字和图表信息中

明确给出的变量，再根据题目要

求将变量分为研究变量和控制变

量，围绕控制单一变量法答题。

探究题情景素材新颖，文字信息

量较大，建议考生预留10至15分

钟充分思考作答。检查主观题

时，要审视自己的答案能否与问

题对应，答题关键点是否全面、准

确，并与实验的总目的逻辑自

洽。这部分的复习重点在感受科

学探究题“做事”的逻辑及找变量

的方法上。

实际应用定量计算题共 1

道，难度不大，但考生往往因第一

步质量关系的列式出错而失分。

建议考生在计算化学计量数与相

对分子质量的乘积时，先看清元

素，准确计算相对分子质量，再乘

以相关物质的化学计量数。最后

求解出的结果不要忘记带单位。

若时间允许，建议考生完成两遍

解题过程，确保得分。这部分的

复习重点是理解化学方程式计算

三个步骤的含义。

七大模块答题技巧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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