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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考化学部分命题特点
一是主干知识考查“集中化”。二是基础

知识“新视角”，三是能力考查“综合化”。
二、高三后期的复习任务

查漏补缺：针对高三前期复习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强化基础知识的复习和基本技能
的训练。

知识重组：梳理知识结构，使之有机结
合在一起，以达到提高多角度、多途径地分
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能力提升：通过知识网的建立，一是提
高解题速度和解题技巧，二是提升规范解题
能力，三是提高实验操作能力。
三、高三后期复习策略

①落实四步骤，五突破
四步骤：强化基础，突破难点，规范作

答，总结方法。通过总结，知识印象深刻，应
用更加灵活。定时错题回顾，反思总结不可
或缺，这是提高分数、加速成长的催化剂。

五突破：一是这道题该怎么做；二是为
什么这样做；三是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四是
不这样做可以吗？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些
方法中哪一种最好？五是这道题改变设问角
度，还会变成什么样的题目？又该怎么做？真
正做到一题多变，一题多解，多题一解，多角
度总结规律方法，提升解题能力。

②关注化学知识与生产生活实际结合
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如食安、环保、新

能源，新材料等往往成为高考命题的素材，
形式灵活多样，但题目一般起点高，落点低，
找到题设与高中知识的契合点即可解答。

③加强情景信息迁移能力培养
解答信息题一般有三个环节：认真读

题，获取信息；结合问题，处理信息；根据信
息，迁移应用。解题时要注意既不能机械地
模仿信息，也不能随意发挥，而应当抓住题
中的信息特征，使“新”、“旧”知识有机地结
合起来进行迁移应用，解决问题。

④迅速、准确分析和处理化学数据
数据的处理能力反映了学生对化学知

识的正确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化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近几年
的高考题中一般有10个左右的计算，分值占
20-30分，大多同学是有思路但做不对，这就
要求同学们在平时的考试、练习中注意常规
计算。

⑤准确把握化学反应过程
化学反应过程体现了化学反应原理，反

映了物质的性质，是化学反应先后顺序的具
体表现形式。通过正确分析化学反应过程可
以发现物质制备和转化的化学反应原理、物
质的性质及其转化的物质关系和数量关系，
从而解决有关问题。

⑥规范表述试题答案
答案表述是展示考生答题的最终环节，

也是决定考试得分多少的关键环节。高考阅
卷对规范的要求很高，如有机化学选修的阅
卷标准中明确要求：“方程式，反应物或生成
物写错、不配平、无条件均不得分；合成路线
题目中，漏掉一个条件扣一分，至扣完为
止”。要时时处处注意答案的规范表述，避免
会而不对，对而不全，全而不精，以求最大限
度地减少非知识性失分。这就要求同学们平
时练习、测试后一定认真对答案，并注意总
结答题的要点，特别是化学用语一定要理解
准确、书写规范。

一、备考要有据可依
生物的备考依据还是考试大纲与考试说

明。考纲里没有的一定不考，考纲里有的不一
定都考。命题是以知识点出发的，课本没有但
考纲里有的，还是可能考察到的。
二、对自我能力考查

①2018年高考更加体现学生对生命过程
深度思考的能力。所以，答题不能仅答表象，
仅答结论，要体现推导的过程。比如：17年30
题的光合作用一题最后一问的考查，对于回
答若将甲种植物密闭在无O2、但其他条件适
宜的小室中，照光培养一段时间后，植物的有
氧呼吸增加的原因时，不能仅答甲种植物在
光下光合作用释放的O2使密闭小室中O2增
加，有氧呼吸会增加。

要答出O2增加与有氧呼吸会增加关系，
即：增加的O2与有机物分解产生的NADH发
生作用形成水是有氧呼吸的一个环节，所以
当O2增多时，有氧呼吸会增加。也就是说要知
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②体现生物学科特色，加强对实验能力
的考察。实验能力一直是生物的考查点，之前
几年，山东高考对实验能力的考查主要是在
遗传这一部分。而2017年高考对于29题的考
察，给我们当头一棒。生物实验的考查明显难
度加大了，而且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设计
原则的简短的填空，而是实验报告形式的考
察。

而2018年高考还可能在非遗传题部分安
排实验设计，主要考查实验设计的可行性，实
验的基本思路，设计的基本原则，实验结果的
分析等能力。故仅仅是背实验的学生是很难
应对高考的。

③利用生物学知识解释具体生命现象的
能力。这种能力的考查，除了要用已有的知识
进行整合，解释外，还要学会直接借用题目信
息来解答，特别是背景资料。
三、尽快提升分数有方法

众所周知，生物知识点很碎，很繁杂，很
难说哪是重点。所以，知识点掌握全面是第一
要位的。所以，首先还是要夯实基础。坚持以
课本为基础，学生要加强课本熟语的记背，做
到简答题语言精炼，措辞专业准确。 老师要
狠抓基础知识落实，多提问多检查。力争使学
生做到基础中档题不丢分，难题少丢分。对基
础知识的回馈巩固要一直坚持到高考前。不
要认为二轮复习只要做题就够了，题目是为
知识服务的。

其次，二轮复习可以“以题目带知识，以
结构带知识”。不单讲知识点，但每个题都在
练知识点。要将题目中体现的学生薄弱的知
识点进行反馈巩固，列出知识结构体系，强化
知识间的联系。

再次，打破课本的顺序，加强生物必考模
块的学习。对于细胞代谢，遗传与变异，生物
与环境，现代生物科技专题等专题要重点复
习，放在前面复习，要复习到一定的深度。而
对于知识点相对琐碎的其它专题可以放在后
面复习。这样，学生能很快应对理综考试，又
可以潜下心来复习基础知识。

还有，要对科学解释类题目强化训练。对
于长篇表述要做到规范，要从依据，到推理过
程，再到结论来答题。且语言要通顺，要做到
精准。书写要规范、清晰。书写是最容易导致
非智力失分的因素。有时字迹潦草不清，如果
涉及到得分点，很可能因此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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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史史为为主主
纵纵横横连连接接

以阶段通史为主

学生一轮复习是专题为主，强调知识的
纵向发展。二轮复习要进行通史串讲，强调
知识的横向联系。如中国古代史可以按照：
先秦时期———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
秦汉———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时期；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 中国古代文明走向繁荣；
五代辽宋夏金元—中国古代文明走向成熟；
明清——— 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迟滞。世界
近现代和中国近现代也是如此复习。

重视“中外关联”“领域结合”

①注意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角度进
行复习。如复习希腊罗马历史时，应侧重在
雅典民主和罗马法律上；复习孔子思想时重
点放在“仁”上，因为“仁”对于和谐人际关
系、建立和谐社会有积极影响。

②“中外关联”是指把中国史放在世界
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复习。近年学科内综合大
题从这个角度命题的频率非常高。

③“领域结合”就是阶段特征，即某一时
期政治、经济、文化所反映的阶段特征。

从新的史学视角下复习：①中央集权政
治制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与西方民主
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比较。②中、西方近代化
的背景、起因、进程、内容、结果的比较。③中
国近代主流思潮演变的原因，以及与古代传
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联系。④近
代西方主要国家不同政体形式的各自特点
及其形成原因，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加强规范性训练与解题指导

正确的审题、答题思路和方法，既省时
高效，又能提高答题的准确度、得分率，所以
在最后一段时间要切实重视和加强学生审
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做到知识的
掌握与能力的培养相统一。

一是精心筛选好题，好题标准——— 新
题、新意、能力型题目。

二是注重解题方法、技巧指导。
三是审准题意，规范答题。力求做到：①

行文规范；②行文简洁，根据所设问题的分
值估计知识要点的多少；③行文段落化、要
点化、条理化。

四是强化限时训练和适当规模训练，并
及时评讲与反馈。

五是错题反复研究，设计变式训练，以
此作为提高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

注重演练真题

重点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多选择一些
文言文、半文半白的文字，世界史译文及一
些外交文献进行专项训练。

进行语言表述能力方面和知识迁移能
力专项训练。

在进行训练时最好采用高考真题作为
载体，真题训练是最好的训练方式，重在揣
摩高考真题的命题思路。

总之，越是到最后，学习就越不容易。最
困难的时候，也许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候。同
学们在紧张的备考中，要胸怀自己的目标，
凭每日细小的进步和成功去创造高考的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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