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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第一学期的寒假即将到来，绝大多数同学已顺利完成一轮复习，对高中化学知识体系和逻辑

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那么，如何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找到自身薄弱点并逐个攻破？假期里什么样

的学习方式对于后期备考更有效呢？下面带领同学们一起了解试题分布、明确学业要求，希望帮助大

家利用好寒假这段宝贵的时间，查缺补漏，实现科学备考。

化化学学

要想科学、有效地进行复习备考，同学们首先要
对北京等级考化学试卷的组成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进而才能诊断薄弱点，有的放矢地突破重难点。依据
试题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到，北京卷试题通常包括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物质结构、元素化合物、有机化学和
化学实验六个部分，近三年高考试卷各知识组块的题
型分布和分值如下表所示。

查缺补漏 有的放矢 科学备考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朱天嶕 范晓媛

寒假虽短，但却是高考备考至
关重要的阶段。同学们可根据自身
知识掌握情况，合理安排复习内容
和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1.阅读教材强基固本
北京高考命题注重挖掘熟悉的

素材情境，重视学科基础内容，考查
考生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同学们
要仔细研读教材，关注教材中的素
材和表达，做好归纳与总结。

2.关注错题查缺补漏
考试是一面镜子，能帮助大家找

到复习中的优势和不足。同学们可以
认真分析期末考试的答题情况，从知
识体系、模型建构、答题规范等多方面
找到自己的突破点，并合理安排寒假
的复习计划进行重点突破，补足一轮
复习的短板，为二轮复习做好准备。

3.重视实验提升思维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

学，实验是重要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手段。同学们在假期可以通过笔
记、视频等方式，细致梳理学过的实
验，从实验目的、实验用品、实验操
作、实验现象、实验结论、实验反思
等多方面进行归纳反思。在实验
中，当现象与理论分析不一致时，大
家可以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排除干
扰因素，重新获取证据，在这过程中
提升思维品质。

学业要求对于复习备考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同学们只有清楚掌
握各个知识组块的学业要求，才能在
寒假期间有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复
习，并根据自身尚未达到的目标要求
有的放矢地进行提升。

1.基本概念板块
该板块的核心考查内容主要包

括化学用语、化学方程式、氧化还原
反应、离子反应的化学学科基本概
念，其学业要求是考生能依据物质类
别和元素价态列举、描述、辨识、表示
典型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说明胶
体的典型特征。

2.基本理论板块
该板块主要考查化学反应能量

变化、化学反应速率与限度、水溶液
中的离子行为这三部分，通常会和
元素化合物板块或实验板块结合起
来进行考查，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是
考试的重难点之一。其学业要求主
要包括：

（1）解释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
的本质；用热化学方程式表示反应
中的能量变化，进行反应焓变的计
算；分析解释原电池、电解池和化学
电源的工作原理等。

（2）利用平衡常数和浓度商的关
系判断化学反应是否达到平衡及平
衡移动的方向；运用浓度、压强、温度
对化学平衡的影响规律，推测平衡移
动方向及浓度、转化率的变化。

（3）化学反应速率的简单计算；
通过实验探究分析不同组分浓度改
变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用一定的
理论模型说明外界条件改变对化学
反应速率的影响。

（4）通过实验证明水溶液中存在

的离子平衡，从电离、离子反应、化学
平衡的角度分析溶液的性质；进行溶
液pH简单计算，正确测定溶液pH，
调控溶液的酸碱性等。

3.元素化合物板块
该板块以物质的氧化还原性和

类别通性及其应用为核心考查内容，
通常结合元素周期律进行考查，教材
中的元素化合物性质均为一类物质
的性质。要求考生能从物质类别、元
素价态的角度，依据复分解反应和氧
化还原反应原理，预测物质的化学性
质和变化，设计实验进行初步验证，
并能分析、解释有关实验现象，说明
物质的转化路径。

4.物质结构板块
该板块主要围绕原子结构、分子

结构、晶体结构三方面进行考查，关
注结构和性质间的联系。学业要求
主要包括：

（1）掌握1~36号元素基态原子
的核外电子排布式和轨道表示式，解
释元素周期表的分区、周期和族的划
分；描述元素电离能、电负性的含义，
从电子排布的角度解释主族元素第
一电离能、电负性变化的一般规律。

（2）比较不同微粒间作用的主要
类型、特征、实质、联系与区别，说明
典型物质的成键类型，解释物质的某
些性质，说明分子间作用力（含氢键）
对物质熔、沸点等性质的影响；利用
相关理论解释简单的共价分子的空
间结构，判断分子的极性，解释分子
的典型性质和应用。

（3）说出晶体与非晶体的区别；
描述晶体中微粒排列的周期性规律；
借助分子晶体、共价晶体、离子晶体、
金属晶体等模型说明晶体中的微粒

及其微粒间的相互作用。
5.有机化学板块
该板块重点考查考生的证据推

理能力，同学们需要利用教材上已经
学过的官能团性质和分析思路合理
推断陌生反应，采取正逆推结合的方
式解决有机合成问题。其学业要求
主要包括：

（1）判断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碳原
子的饱和程度、键的类型，分析键的
极性；写出符合特定条件的同分异构
体，结合简单图谱信息分析判断有机
化合物的分子结构。

（2）列举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典型
代表物的主要物理性质；基于官能
团、化学键的特点与反应规律分析和
推断含有典型官能团的有机化合物
的化学性质。

（3）分析高分子的合成路线，写
出典型的加聚反应和缩聚反应的反
应式，能举例说明塑料、合成橡胶、合
成纤维的组成、结构特点和应用。

（4）综合应用有关知识完成推断
有机化合物、检验官能团、设计有机
合成路线等任务。

6.化学实验板块
该板块重点考查学生科学探究

和实践的素养表现，考查内容包括
选择题中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基
于教材原型实验的原理分析、陌生
复杂问题的科学探究。其学业要求
包括：预测物质的某些性质并进行
实验验证；运用变量控制的方法初
步探究反应规律；根据物质性质的
差异选择物质分离的实验方法；根
据物质的特征反应和干扰因素选取
适当的检验试剂；根据反应原理选
取实验装置制取物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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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题号

2、4、6、

16（4）、

16（5）②、

17（6）

1、12、14、

15（3）、16（1）、

16（3）②、

18（2）①、

18（2）③、

18（2）④、

18（3）

3、9、

15（1）①、

15（1）②、

15（1）③、

15（2）①、

15（2）②

7、16（2）、

16（3）①、

16（5）①、

18（1）、

18（2）②、

18（4）、18（5）

8、11、17（1）、

17（2）①、

17（2）②、

17（3）、17（4）、

17（5）

5、13、19（1）、

19（2）、

19（4）①、

19（4）②第2空、

19（4）④

分值

13

21

13

16

14

15

2023年
题号

2、6

3、4、5、14、

16（2）、16（3）、

16（4）②、

18（1）①、

18（2）②、

18（3）②

1、10、15

7、13、

16（1）、

16（4）①、

18（1）②、

18（2）①、

18（3）①、

18（4）

9、11、17

8、19

分值

6

25

16

15

16

14

2024年
题号

2、5、14

3、10、

16（2）②、

16（3）①、

18（1）、

18（3）①、

18（5）、

19（2）②
1、9、12、13、

15（1）、

15（2）①、

15（2）②、

15（3）①、

15（3）②、

16（4）

7、8、15（4）、

16（1）、

16（2）①、

16（3）②、

18（2）、

18（3）②、

18（4）、

19（1）、

19（2）③ ⅰ a

4、11、17

6、19（2）①、

19（2）③ⅰ b、

19（2）③ ⅱ、

19（3）

分值

9

18

15

21

17

11

从表中不难看出，北京卷主要考查的知识组块所
占分值相对稳定，但题目的综合程度较高，一道题目
中经常包含多个组块的知识，且常为真实问题，需要
考生综合运用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学们在寒
假期间可以结合期末考试中呈现的知识漏洞，进行有
针对性的查缺补漏，为综合能力的提升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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