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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年实行自主命题以来，福建省化学学科命题思想与国 

家卷保持一致。但福建卷与全国卷在试卷结构、考查内容和能力 

要求方面还是稍有差异的。全国卷提高了模块的选择性，对思维 

能力和思维品质、化学实验与探究能力以及必考内容中的有机 

化学内容要求较高。

高考化学命题趋势变化：

一、 稳中有变创新有度

从全国理综化学试题分析看，高考整体难度适中，覆盖面 

广 ，主要考查考生对中学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接受、 

吸收、整合化学信息的能力和设计实验的能力，进而考查考生的 

逻辑推理、创新能力和分析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试题形式平 

稳 ，并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较好地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和化学教 

学的要求。基于高校选拔人才和全面推进新课程的需要，每年的 

考题又会有所创新。“新 ”等于“难”似乎已成定式，然而任何重大 

制度或活动的改变都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所以可以预见，高 

考较之前两年会有变化，但尺度不大。出现变化的试题，极有可 

能 体现在实验部分，其总体变化的方向应为定性(分析 )和定量 

(计算)的融合。

二、 理清主干精雕细琢

近几年考题集中体现对化学学科核心知识的考查，这就要 

求考生对于主干知识熟悉，理清各块知识的联系，做到思路清 

晰 ，切忌盲目追求偏、难 、怪 。对于高考真题和各地模拟题也要选 

择 借鉴，最好在老师的指导下，适时 、适度甄别选取。所谓主干即 

化学学科所要求的基本素养和能力，新课程中化学更加注重化 

学原理(选修4)的传授，而弱化元素化合物(必修1、2)的繁杂关系 

及相关计算。在具体的考查中，主要是以简单的元素化合物为试 

题 背景，而核心考查的仍是原理。另外化学高考题中涉及有机推 

断(选修5)和物质结构(选修3)两题二选一的问题，从前两年试题 

变 化 看 ，结构相对容易上手但难得高分，而有机一旦思路清晰， 

得高分甚至满分的可能更大。

学情分析:我们的学生经历了迷茫的高一高二，到了高三突 

然 想奋斗了，但是基础不好，偏 科是普遍的，理综卷里物理生物 

题会影响很多学生化学题的得分，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化学题的 

存在也同样影响着物理生物的得分。总 之 ，我们的学生是想拼 

的 ，刻 苦 学 习 ，但由于高三前的不努力带了现在的压力，自信心 

不 足 ，心理压力过大，浮躁。

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进行第二轮复习，才能给学生信心， 

有效提高分数，我们一直在思考探索。

二轮复习主要是通过练习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综合 

训练与专题训练相结合，练题的同时注意归纳总结，比如电化 

学 、离子反应等专题。同时，训练答题的准确性、规 范 性 ，提高解 

题 速度，多整理易错点、失分点，并进行强化练习。信息题则要学 

会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1.专题训练、归纳总结

近几年的高考化学试卷，逐年倾向于“能力立意”更加注重 

能力和素质的考查。同时由于试题数目有限，高考卷考察的知识 

点也比较固定。所以专题练习可以按照题型和知识点分类专题 

练习。如 7 道选择题中，电化学(原电池、电解池或者金属的防护 

和腐蚀)、化学反应速率和平衡、方程式的正误判断、实验题是常

考题目，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专题进行练习。练习时，注意归 

纳总结，反思复习，找出同一类题目之间的共通点，同时构建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以题目“反刍”知识，以 

知识指导题目。

2. 限时训练、综合训练

( 1 )  限时训练。理综化学的选择题并不多，7 道，考试时 

10-15分钟内完成比较合适，建议学生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对 

每一个专题模块或者综合训练时进行限时训练，防止大量题海 

战术时脑疲劳，做题效率下降。

(2) 综合训练。每周进行一次学科内综合训练，7 道选择题， 

4 道大题，限时45分钟完成。45分钟时间虽然紧张，但不能给得 

太多时间。此用意在于:①提高解题速度;②提高阅读、审题能力; 

③学会合理舍弃，同时调整考试心理，提高考试技巧。

3. 跳出题海、突出方法

由于复习时间紧任务重，要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复习掌 

握大量知识并形成知识网络，就必须跳出题海，突出方法，提高 

复习效率。突出主干知识相关的题目和题型，新题、难题、偏题适 

当舍弃。注意建立知识之间的练习，注重对思维能力的训练，注 

重对学习方法归纳，并留出时间思考和通读课本。

解题时有意识地进行思维能力训练，找出该题所涉及的知 

识点(审题)—回忆、联想相关的知识(构思)—应用知识点解决问 

题(解答)。要注意无论专题训练还是综合训练，都必须目的明确， 

落到实处，重在效果，达到训练几道题通晓一类题的目的，切忌 

贪多求全，题海战术，疲于奔命。

以下是高考常见的考点:①阿伏加德罗常数;②氧化还原反 

应;③离子反应、离子方程式;④溶液、离子浓度及其转化;⑤“位 

一构一性”即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原子结构和性质，核外电 

子排布，电子式;⑥化学键、晶体类型及性质、特点;⑦代表物质 

的重要性质一 元素及其化合物；⑧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 

衡一一要求巧解;⑨阴、阳离子的鉴定、鉴别—— 涉及实验评估， 

物质的除杂、净化、分离、确认;⑩盐类水解一一离子浓度关系 

(包括大小比较);⑪ 离子共存；⑫ 溶液的 p H 及其计算；⑬ 电化 

学:原电池、电解池;⑭ 有机化学思想:官能团化学、官能团的确 

定、同分异构、同系物;⑮ 有机物燃烧规律;⑯ 十大反应类型一一 

有机合成;⑰ 有机聚合体和单体的相互反馈及简单计算;⑩实验 

仪器的洗涤;⑲ 实验装置(仪器组装)、基本操作;⑳ 药品的存放； 

㉑原子量(相对原子质量)、分子量(相对分子质量)、化合价的计 

算;⑳ 化学计算—— 注意单位和解题规范;⑳ 混合物的计算;⑭  

化学史、环境保护、能源、化工;⑮ 信息、新情景题的模仿思想。

第二轮复习不同于第一轮复习，因此教师在第二轮复习中 

要适当地转换角色。教师在第二轮复习中要当好一名指挥者和 

策划者。所谓指挥者，即要指导学生干什么，怎么干，知识要精 

讲，课堂上要少讲、多引导、多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所谓策划 

者，即要教师要精选试题，每一次训练、测验都要在时间上、难度 

上，内容上做周密的计划与安排，争取使每次训练，达到好的效 

果，使学生有效地从题海中解脱出来，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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