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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4/2021_2022__E6_8A_8A_

E2_80_9C_E8_AE_B0_E5_c65_104382.htm 学无定法，却也不可

无法，学好化学还是有诀窍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记忆能力的

培养和训练。 大家都知道化学属于理科，但在学习过程中你

应该感觉到它有着很大的文科特点：内容多、知识碎，大多

是实验结论。 需要准确记忆要求记忆的每一个化学方程式和

学过的每一种物质典型的物理、化学性质，记住几个常用的

解题方法和基本的实验操作，然后经过一定的训练，将所记

的知识融会贯通，最后形成能力，进而在各类测试中无往而

不胜。如果你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六七十分，甚至为及格而发

愁，则肯定是在记的方面出现了问题。要知道：记忆是最基

本的认知能力层次，任何高层次的能力及其运用都是建立在

其基础之上的，没有记忆能力，其他任何能力都无从谈起。

因此，学好化学的最大诀窍，总结成一个字，那就是“记”

！ 那么到底该怎样才能记住呢？来源：www.examda.com 可以

借鉴记忆英语单词的方法，如：卡片记忆法：自制作单词卡

片随时随身进行记单词；分类记忆：把单词进行分类，如：

动物，植物等，进行分类记忆；联系记忆：联系所学的文章

大概意义，联系上下文，联系短语和搭配，等等。针对化学

这一科，你要做的就是：马上准备一个“备忘本”，记下自

己不会的知识点，解题方法，和“顿悟”到的“一句话知识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一定要弄清楚：“很

多知识是必需记在纸上再看几遍才能理解和掌握的。” 这里

要强调一点：是“记”而不是“抄”。有同学说：“我好多



都不会”，于是把课本上的、资料上的相关知识从头抄到尾

，抄了很多，其实还不如去复印一份更好！这里所说的“记

”，具体可分为两类7种：来源：www.examda.com 第一类是

在学习或复习课本知识和相关辅导材料时遇到的，包括5种情

况： ①记下你自己认为重要的和你认为容易忘的知识点。 这

一点因人而异。同一节内容，因为认知水平不同，需要记的

内容就不同。但是大多会符合“英雄所见略同”的规律。因

为考试考的是重点，并且不回避常见题和做过的题。这正是

有些人作弊成功的一个原因。作弊是可耻的，我们不屑为之

，但是从作弊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一种“作弊学习法”还是值

得我们仔细研究的。作弊者明知不会，却不学，想不劳而获

得高分，为考试纪律所不容：“作弊学习法”要求我们找到

不会的，记下来，请教别人，把它学会。考试前再看一眼，

不是作弊却与作弊有异曲同工之效。 ②记下联想到的知识。 

复习时，看到某一个知识点，你可能会联想到曾经做过的一

道与该知识点紧密相关的习题。这时要把该知识点和与之相

关的题记下来。记的时候，可以采取简单的方法，如：记作

“课本P23第二段→同步P46 6”的含义是：“课本第23页的第

二段，相关的习题是《同步训练》的第46页的第六题”。记

下这些重点知识点和相关的练习题，等到离考试还有一天时

，你的复习就会更有重点，更有效果。 ③记下顿悟到的知识

（大多是“一句话知识”）。有时，我们一直对某一类问题

比较模糊，相关的题总是理不清思路。直到有一天看到或听

到关于这方面的某一句论述或某一个恰如其分是比喻后，感

到豁然开朗，不由得脱口而出：“原来是这样啊！！”这时

，一定要及时将这一句话和相关的问题记下来，这是学习产



生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机。就好象作家、音乐家、科学家的灵

感一样，当灵感闪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捕捉到，迅速记下

来。若不抓紧记下来，则顿悟到的知识会很快与你擦肩而过

。白白错过了一次提高学习成绩的大好机会。下一次的这种

顿悟，还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再次出现。 ④记下规律性的知识

。如：元素周期表的元素性质的变化规律，氧化还原反应中

氧化性顺序，金属活动性顺序、有机物中烃的燃烧规律等等

。这是记的重点，即使会了，也要整理一下。 ⑤记下特殊的

知识。可以说，考试一半是考规律，一半是考规律中的特例

。规律好记，但特例就容易忘。如：氟与水的反应、氢氟酸

的性质、非金属之间形成的离子化合物、氢氧化钙的溶解度

等等。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二类是在做题中总结出的知识（

大多是做题的经验和教训），包括两种情况： ①记下多次做

错的题型和相关的知识点。由于先入为主的影响，第一次做

错了的题，后来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虽然不是相同的题

，但是题型一样，相关的知识和方法也一样。这是最致命的

错误。这些题可能分散在好几章里，复习时，一定要把它们

挑出来，记在“备忘本”上的一个地方。这些题就是从不同

的侧面来考察某个知识点的。把这些题集中起来，就是对这

一知识点最全面的复习。 “一错再错”现象是学生中存在的

普遍现象，预防“一错再错”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考试前

看一下自己曾多次错过的题，相当于考试前有认给你提个醒

。但是，如果平时做题和复习时没有把这些题记下来，考试

前也就没有什么可提醒的。这就是“差生”之所以差的最根

本原因。因此，“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处处留心

皆学问”这些话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②记下经过请教别



人才会的题的详细解题过程和注意事项。大量的调查结果显

示：优秀学生之所以能在各种考试中保持较好的成绩，一个

关键的原因是他把不会的知识真正问清楚了，真正内化为自

己的知识了。这里为什么要强调“真正”两个字呢？因为我

们的“差生”也问了，也耐心地听老师讲了，也听懂了。但

是仅仅满足于听懂了，没有把听懂了的知识再写出来，内化

为自己的知识，就急急忙忙地去做下一题或干其他事情去了

。几天后考试时又遇到了这样的题，下笔写的时候，才发现

写不完整，重蹈了“一错再错”的覆辙。若是当时问过之后

，马上写下来，发现问题继续问，就不会出现后悔莫及的事

情了。正所谓“行百步而半九十”。就差一个“写下来”，

却道出了“优生”与“差生”的丁点区别，天壤之别！ 每一

此考试都在不断地证明一个事实，即只要你抓好了学习的各

个环节的某一个重要环节，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经过

长期的调查发现，那些在年级经常保持在前十名的同学，都

无一例外地、有意无意地履行了这一方法。而那些整天为考

试成绩发愁的学生十之八九都是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这种

现象在考试前表现得最突出：有的同学在复习时，只知道看

课本、做题，没有重点，不清楚自己到底哪些地方会出问题

，复习的盲目性很大；有的同学则是按部就班地把自己平时

积累的重点、难点、易错点，一一过目，牢记在心，在走向

考场时，做到了心中有数、心有成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

说：学好化学的秘诀，尽在你的“备忘本”中。平时的学习

，要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把你理解到的“学问”都记

录在备忘本中，让你的备忘本成为你要学习的知识的重点、

难点和你不会的知识的仓库，在考试前，你的复习就是看一



下备忘本，那么，平时你不会的，和重点、难点就都会了。 

赶紧行动吧！“学习 反思 行动=优秀学生”，命运就把握在

你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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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