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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4/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5_8C_96_E5_c65_104442.htm 高三化学的特点是它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紧迫的时效性，要求学习时在全面中讲

重点，在规范中讲策略，在强化中讲效益。 重视基本实验来

源：www.examda.com 实验是理综试题的重头戏，高考化学试

题的难度往往出现在实验题中。近几年高考实验试题具备以

下特点：素材的选取呈回归课本的态势；重视学生实验和演

示实验、反应原理和实验原理的考查；试题考查方式体现由

浅入深，从课本到创新；试题考查重点在考查学生观察能力

、操作能力、分析理解能力、实验设计能力等；出现了开放

性试题；试题设置渗透或含有学科间综合内容（如与压强相

关的气压装置）；实验仪器、装置、现象、操作、设计均在

考查范围之中。 针对以上特点，应努力做到：弄清实验原理

、目的、要求、步骤和注意事项等实验基础知识并能做到举

一反三；只有创设实验情境，置身于做实验的情境中才能做

好实验题，否则可能就答不对或答不准；培养实验设计能力

和实验创新能力以适应开放性试题。遇到新的实验情境时，

要学会联想到已学过的实验原理和方法，将其合理地迁移到

新情境中去解决新的实验题。来源：www.examda.com 落实反

思总结来源：www.examda.com 所谓反思，就是从一个新的角

度，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进行全

面的考察、分析和思考，从而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优化思维

过程，提示问题本质，探索一般规律，沟通知识间的相互联

系，促进知识的同化和迁移，并进而产生新的发现。 1.一门



知识的基础就是概念的积累。 中学化学所涉及的概念和原理

约有220多个，基本概念和原理不过关，后面的复习就会障碍

重重。因此对众多的知识点，要仔细比较，认真琢磨。例如

原子质量、同位素相对原子质量、同位素质量数、元素相对

原子质量、元素近似相对原子质量等等，通过对课本中许多

相似、相关、相对、相依概念、性质、实验等内容的反思，

明确其共性，认清差异。来源：www.examda.com 2.养成在解

题后再思考的习惯。 每次解完题后要回顾解题过程，审视自

己的解题方案、方法是否恰当，过程是否正确、合理，是否

还可以优化，检查语言表述是否规范，是否合乎逻辑。对典

型习题、代表性习题更要多下工夫，不仅要一题一得，更要

一题多得，既能使知识得到不断的弥补、完善，又能举一反

三，从方法上领会解题过程中的审题、破题、答题的方式和

奥秘。长期坚持就能驾驭化学问题的全貌，掌握化学知识及

其运用的内存规律和联系。 3.及时归纳总结。 每个单元或章

节结束后，要反思其主要研究了哪些问题？重点是什么？用

了哪些方法？与以前的知识有哪些联系？通过反思融会同类

知识，使普遍的知识规律化，零碎的知识系统化。例如：对

无机化学，复习元素及其化合物这部分内容时，可以以“元

素→单质→氧化物（氢化物）→存在”为线索；学习具体的

单质、化合物时既可以以“结构→性质→用途→制法”为思

路，又可以从该单质到各类化合物之间的横向联系进行复习

，同时结合元素周期律，将元素化合物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

知识网络。有机化学的规律性更强，“乙烯辐射一大片，醇

醛酸酯一条线”，熟悉了官能团的性质就把握了各类有机物

间的衍生关系及相互转化；理解了同分异构体，就会感觉到



有机物种类的繁多。通过多种途径、循环往复的联想，加深

记忆，有助于思维发散能力的培养。 4.认真做好考后分析。 

每次考试结束后要回头看一看，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知识和

技能是否得到了巩固和深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以便在今

后的复习中对症下药。 常用的纠错方式：一种是在试卷或参

考书上给错题做标记，在旁边写上评析。第二种方式是专门

备错题笔记本，将自己感触最深的解题错误摘录其上，并且

寻根求源以防再错。第三种方式是把纠错还原到课本上，在

课本知识点相应处，用不同字符标出纠错点，标出该点纠错

题目位置、出处、错因及简易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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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