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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4/2021_2022__5B_E5_A4_

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375.htm 新情境题 ( 又称“

信息迁移题” ) 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学的基础知识和中学生

的能力范围，同时给出一定量的信息 ( 如：新的科技成果、

新的材料和化合物、新的化学反应、新的实验设计等 ) 。然

后设置问题让考生解答。 新情境题是对考生自学能力较全面

的考查，它要求考生在有限时间内迅速理解、接受新信息；

结合新信息，迅速调用已有的知识，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从

而产生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因此，精选新情境题进行

训练，是提高自学能力的重要手段。  新情境题的设置不是空

中楼阁、可望不可及的，它是将考生所学过的基础知识和新

信息结合在一起，然后设计一个特定的环境。近年高考化学

试题中的新情境题，突出了起点高、落点低，在基础知识上

开凿深的特点，其目的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并考查

学生运用基础知识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对于大多数信息迁

移题而言，有用的信息一般均隐含于其中，关键在于你如何

摘取、重组和加工。由于所给材料冗长、材料陌生，若从上

到下逐字逐句读完则不仅费时耗力，主次不分，而且常常云

里雾里，前看后忘，因而建议：  (1) 先看问题后读正文。做

到问题心中有数，相关信息随手画出。每一个信息不一定都

有用，有时是虚设的，要学会取舍，评价信息。  (2) 针对问

题全力寻找突破口。阅读新信息后，看是否能直接解题。若

不能，要默默思索建立已有知识和解题所需知识的衔接桥梁

。  (3) 由点到面，扩大成果。每个信息给予题一般会提出若



于问题，它们彼此间或许是平行的，或许是阶梯型的，有的

可能是连环网络式的。命题者会让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走。一时间要题快速做出不容易，但要你一题也不会做也是

不可能的，也就是所谓的“入题容易、深入难”。应弄清题

与题之间的关系，逐步攻克。有了这点准备，你就不会望题

生畏。  (4) 复检结果和信息之间有无矛盾，表达是否符合题

意及一般规范。经常可遗憾地看到学生把离子方程式误写成

化学方程式等低级错误，使来之不易的成果化为泡影，这一

点考生尤加注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