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规范 持之以恒
化学用语如化学式、方程式、结构简式等的考查

在高考试卷的各板块中均有分布。同学们要能对常

见物质的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准确的描述和符号表

征。在2022年高考北京卷中，有关方程式书写的考

查就占17分。这就要求同学们在书写中做到规范、

严谨、细致。

例：由A合成佐匹克隆（J）的路线。（见下图）

需要避免以下错误的发生：1. 将检验醛基的试

剂“新制 Cu(OH)2 ”写成“新制CuSO4”“新制 Cu2O 溶

液”“酚肽”。2. 将 B 物质的结构简式 写成

、 、 等 。 3. 官 能 团“ 羧 基 ”写

成“羧酸”“酸基”。

此外，还有有机方程式中漏写产物水，方程式

不配平，官能团的连接书写错误等。

答题的规范养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在平时书写时同学们也要像高考一样严格要求自

己，规范每一次作业、练习的答题格式。

明确考点 学会反思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教师 时子豪

新高三的学生即将在十一假期后迎来高考的首

次演练——月考。高三每月的大考都是高考的一次

真情景练兵，学生要从思想上给予重视，积极复习，

认真备考，力争每次考试都能充分发挥，做好自我检

验，使后续的复习方法和策略更具有针对性。

同学们首先要明确考试范围。高效备考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明确“考什么”。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属于

一轮复习阶段，主要为力学主干部分，包括直线运

动、抛体运动、圆周运动、相互作用力、牛顿运动定

律、万有引力定律、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动量

定理、动量守恒定律等。北京物理等级考明确指出

要考查必备知识与关键能力，要考查学生的物理核

心素养水平，具体内容体现在学生对核心概念与规

律的深入认识、对物理思想方法的体会和应用、对真

实情景问题的解决等。月考既然是高考的演习，那

么其试题考查形式一定与高考相契合，因此考生可

以挑选近两年北京高考试题中力学部分的题目做一

做，体会近年高考的特点和方向。比如 2022 年 13、

16、20题等考查了实验方案的设计，19题为模型建构

能力的考查；2023 年 16、19 题考查了运动的合成与

分解思想方法，20题突出了类比和等效的应用。

其次是注重基础落实。高三一轮复习主要就

是全面覆盖教材中的每一个知识点，偏重于必备基

础知识的梳理，核心方法的提炼。月考作为近期学

习状态和成果的检验，自然不会过于综合，因此考

生在备考过程中一定要梳理一遍知识点，可以采取

画思维导图的方式，以点成线，以线构面。比如，力

学的三大支柱就可以从力的作用效果出发，一条线

为瞬时作用效果，力让物体产生加速度，从而改变

物体的运动状态，即牛顿第二定律F合 =ma，另一条

线为积累作用效果，力在位移上的积累指力对物体

做功，而做功必然会使能量发生变化，即功能关系；

力在时间上的积累指力对物体有冲量，其必然会使

物体动量发生改变。这也就不难理解，解决物理问

题其实就是三条路径：运动和相互作用观、能量观、

动量观。考生除了要知道物理规律的内容，还需要

理解其生成过程，明确其使用条件，比如万有引力

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的推导及使

用条件等。

最后就是加强改错反思。学生在复习过程中会

遇到很多习题素材，如学案、练习册、周测等，相比刷

题，精细化改错以及反思内化会更加有效。对于改

错，学生一定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只是把题目和答案

抄一遍，这并不是改错。对于一道题目，一定要找出

具体错因，比如审题环节，不能只是泛泛地归为没读

清楚题目，而要具体找出哪一句话，哪一个词没有审

懂，这个文字信息可以转换为什么物理语言。对于

一些类似的题目，学生可以将其合并总结，针对一个

情景或者模型，多一些设问，从而体会解决问题的路

径。学生还需要注意解题时的书写规范、图示清晰、

表达准确，可以对照官方的参考答案，完善并优化自

己的解题过程。一些容易遗漏的步骤（如牛顿第三

定律、矢量方向）可以重点圈画，加深印象。

希望同学们利用十一假期做好复习和备考，在

首次月考中取得佳绩。

落实基础 注重实效
北京市第一零九中学教师 贺海风

现阶段同学们正在进行高三第一轮复习。此轮复习的目的是要将知识系统
化、条理化，提升同学们辨识理解、概括应用、分析推理、探究创新的学科能力。
针对如何提升复习实效性，本文为考生提供一些建议。

回归教材 重视基础
同学们要熟悉教材、准确掌握重点知识。如教

材中概念原理的规范文字表述；重要实验的实验装

置、操作步骤、现象描述、解释分析和结论；课本中重

要图片的含义等，只有将知识理解透彻，才能做到灵

活迁移。

北京地区高中教材有人教版和鲁科版，学有余

力的同学，除了看自用教材，还可以浏览其他版教

材，关注同一主题内容下不同教材的呈现方式、实验

内容和配套资源等。

例：（2022年高考北京卷第13题）利用下图装置

进行铁上电镀铜的实验探究。（见下表）

本题的素材来自《选择性必修1化学反应原理》

的学生必做实验——简单的电镀实验。实验中电解

质溶液的成分分别与人教版《选择性必修1》P122、鲁

科版P26内容相同或相似。同学们需应用电化学、化

学平衡移动、配合物等知识综合解决上述问题。

重视考试 有的放矢
珍惜每次考试的机会。十一之后 ，同学们

就 会 迎 来 高 三 的 第 一 次 月 考 。 每 次 考 试 都 是

对 应 试 心 理 素 质 的 锻 炼 和 阶 段 性 复 习 成 果 的

检验。

考试时要根据试题的难易程度和熟悉程度来

确定试题的答题顺序，总的原则是先易后难、先熟

悉后陌生。做题时一定要按程序去解答，七分审

题、三分书写。审题要圈住重点词、关键词，审题

过程相对比较慢；书写要规范，书写过程相对比较

快，尽量避免低级失误，不留遗憾。

化化 学学 物物 理理

装置 序号

①

②

电解质溶液

0.1mol∙L-1CuSO4+少量H2SO4溶液

0.1 mol∙L-1CuSO4+过量氨水

实验现象

阴极表面产生无色气体，一段时间后
阴极表面有红色固体，气体减少。经
检验，电解液中有Fe2+

阴极表面未观察到气体，一段时间后
阴极表面有致密红色固体。经检验,
电解液中无 Fe元素

善用习题 发现问题
高三复习过程中，一定量的习题练习是必要

的。一道题做完并不是结束，同学们要养成反思和总

结的习惯。

首先，要归纳题目中考查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

在课本中是怎样呈现的，在试题中又有哪些变化。

其次，可以反思解题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方法，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选择此方法的依据是什

么。再将近期做过的同类型题目进行纵向对比，归

纳出共性的解题思路。

最后，可以仔细研读习题答案，尤其是需要文字

表述的答案，拆解答案的框架结构、每句表述的重点

词、句和句的前后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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