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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9_AB_98_E8_80_c65_177477.htm 在下校调研的过程中，我

们深切感受到，现在的高三化学复习，亟待解决一个如何提

高复习有效性的问题。我们的老师教得很累，我们的学生学

得很累，但复习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要想提高复习教学的

效率，我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好下列几个“对路”的问题。首

先是对学生知识方面的要求要对路，其次是对学生能力的要

求要对路，第三是对练习的选择要对路。 对学生知识的要求

要做到对路，就是要认真研究考试大纲。近两年来教育部考

试中心在修订考试大纲时，非常尊重现行中学化学教学大纲

的要求，非常尊重现有的中学教学实际情况，重点修订考试

大纲在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上与教学大 纲不一致的地方。

如2007年化学考试大纲的修订情况为： 1.依据教学大纲关于

“化学基本计算”的规定，删去考试大纲中“掌握有关物质

溶解度的简单计算”。 2.按照现行教学大纲的要求，适当降

低了考试要求，将考试大纲中关于“思维能力”中“对原子

、分子等粒子的微观结构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删去。 3.

原大纲中有化学试题40道，新大纲减少了一道非选择题变为

了39道。更换的原则是：去掉原大纲中目前看来已经超纲或

偏难偏旧的试题，换上了去年理综全国卷中有新意的试题。 

研究考试大纲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但问题在于教学中落

实不够，我们的高三教学普遍存在着超纲授课问题。比如氧

族部分中有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的教学要求，现行教学大纲

早就把有关对硫化氢知识的教学删去了，对二氧化硫的教学



也只是限定在它跟氧气、水的反应以及它的漂白作用。但在

我所听到的有关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课中，老师们都在补充有

关硫化氢性质的教学内容。当我问老师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他们说他们所用的各种教辅资料中都有相关的练习。他们

忘记了教学的依据是教学大纲而不是教辅资料，我们不能被

教辅牵着鼻子走。 对于是否可以超纲授课的问题，有的专家

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平时的教学中可以有适当拔高，但高

三的复习教学一定要本着大纲的要求进行”。要使学生对大

纲的要求明明白白，要努力构建学生应有知识的网络，要努

力提高学生对应有知识的应用能力。 我们应该明白，对理科

教学而言，并不是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不仅在大纲的修订

中，就是在命题的实践中，命题人员也一直都很尊重中学的

教学实际，他们从不超出大纲的要求命题，给我们的中学教

学起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 高考试题体现了命题人对考试

大纲的理解，所以真正对我们的教学起着重要导向作用的是

历年的高考试题。近年来出现了部分省份自主命题的情况，

由于不同的命题人的知识背景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他们对考试大纲的理解也就会不同。所以我们应重点研究相

关省份所使用的理综化学试题。 近年来考试中心每年要命制

多套“理综试卷”供不同的省份选用，我们要把这些试题放

在一起认真研究，特别是把同一年供不同省份使用的试题放

在一起研究，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些规律，受到一些启发。每

一年命题人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路，都有自己命题的重点。 理

综化学非选择题题目少分值高，命题人要用有限的题目尽可

能多地考查中学化学的主干知识，就必须提高题目的综合性

。所以我们在复习中必须注意加强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



要改变我们原有的习惯的思维方法，这种联系可以是紧密的

也可以是松散的，可以是本质的也可以是表面的。在第二轮

复习中应根据这些联系设计习题，进行小专题训练。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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