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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64_188767.htm 与去年中考相比，今年的化学

学科中考命题更关注化学学习的过程，突出活动和探究；关

注学生的生存意识、生活方式和学习能力的考查；注重生活

实际和社会热点问题，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在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考查学习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但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考查仍是重点，

考查的覆盖率至少达到75%。 从考试内容上看，教材中“利

用大气资源”、“初识酸、碱、盐”两个专题为考查重点，

大约占试题比例的35%。从考试的试题形式上看，实验部分

是考查的重点，大约占试题比例的25%。试题总体难度上与

去年中考相比难度相当，删除了原难度较大的框图推断题和

较难的计算题。今年的中考试题在实验探究和信息应用的考

查上可能会有所创新。 一、选择题：难度不大综合性强 本部

分共有15个小题。试题的知识内容不超出教材，以基础知识

为主，但综合性较强。本部分试题难度虽然不大，但试题分

值较高，提高本部分试题的得分率是提高化学成绩的关键。

复习和考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研读《考试说明》，明确

考试内容。《考试说明》中标注暂不作要求（如蒸馏操作、

小苏打在生活中的用途等）和未作要求的内容（如硫酸根离

子的检验、氢气的还原性等）不作考试内容。《考试说明》

中有关情景素材不是规定的考试内容，但可以作为命题的素

材。研读《考试说明》中的考试内容还要关注对于不同知识

点的能力水平要求，他决定本知识点应该掌握的程度层次和



命题时的难度。 2.注重对教材的仔细阅读和理解。在复习时

要注重化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的联系，注重学科知识间的迁移

和对比，能够综合地加以比较和分析，注意知识的区别与联

系，把学过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注意对于

理论知识的理解，注重学习过程的细化。 3.本部分试题经常

会有同学由于读题不认真、审题失误而造成丢分。这就要有

意识的培养自己认真读题、仔细审题能力。要先放慢答题速

度，提高答题的准确率，然后再训练解题速度。另一个就是

要注意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总结，一段时间

自己要复习错误试题，并将自己错误的试题按照知识点进行

归类。在归类的过程中查找自己在不同知识点上经常出现的

错误。以后自己在答题过程中加以注意和改正，慢慢就可以

提高自己的阅读、审题和解题能力。做题不要一味注重题量

，而忽视对于做过试题的整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避

免同样错误的多次重复出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非

选择题：紧联生活实际 本部分共10道小题，分为填空题、简

答题、实验题、计算题四大板块。试题有一定的思维难度，

必须经过一定的分析后方能回答问题，试题形式灵活、开放

， 与生活实际联系， 考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填空

题板块 在填空题中难度相对较大的是信息处理题。本类试题

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知识的迁移。做题是要注意信息的提取和

应用，也要注意以学习知识的应用。前几年的信息题主要以

考查性质的总结归纳、信息方程式的书写、物质化合价的判

定等。今后的信息题更应注意学生自学能力考查，注重信息

的应用。 2.实验题板块 实验题板块是课改实验考试研究的重

点，重在探究实验的考查。考查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探究



实验的分析、探究实验的设计。实验探究以填写实验报告和

填空为主要形式，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综合性强，不

仅要有清晰的探究思路，而且有实验设计、填写实验报告的

能力。 探究实验的分析主要考查通过观察对探究实验的设计

分析探究的问题、明确的探究方法、预测试验的现象、分析

试验的结论、修订试验的方案、分析试验的数据、查找试验

误差或差异现象的产生原因等。 物质组成成分或反应产物的

探究主要是利用所学化学知识根据相应物质的性质进行实验

的设计。组成成分探究通常是对组成的情况作出一种猜想，

针对猜想进行实验设计。在根据猜想设计实验确定组成成分

时，要注意考虑探究实验设计的全面性、实验现象的明显，

对于多种成分的确定还要考虑多种成分探究时的相互干扰。

对于反应产物的探究主要是对于反应产物的确定和反应后剩

余物质成分的确立（即反应物质的过量考虑问题）。 方法条

件类探究实验通常通过设计对比实验，在实验变量控制的基

础上研究某一条件、因素或方法的影响。在实验设计时要注

意描述清变量的控制和实验的变量。 在实验设计时还要考虑

到题中所提供仪器和药品。通常要根据给定仪器和药品设计

实验。 3.简答题板块 本部分试题的命题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比较分析、开放思考、理化综合等。 比较分析题注重

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通过原因的分析，体现了注重解题过

程。比较分析题属于材料题的一种，相关知识宽泛不确定，

但不超出教材。比较分析题从考查内容看主要有实验方案评

价、实验装置评价、数据图像的比较与分析、实验现象的比

较与分析等等。解答比较分析题主要考虑问题研究的全面性

、操作的简便性、环境的影响性、材料之间的差异性等等。 



开放思考题指的是设问发散，答案灵活多样，解答方式和方

法不唯一的命题。这种题尊重学生自己的愿意，促进学生在

答题过程中自主作答，培养学生独立创新意识。开放性命题

有物质鉴别问题；物质制取问题；新能源、新成果利用问题

；环保方法问题；概念原理认识理解问题；实验观察感悟问

题；跨学科综合问题等。《考试说明》中的有关讨论、辩论

和调查活动（如调查和收集有关酸雨对生态环境和建筑物的

危害的资料等）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开放思考命题的内容，同

时可以作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查试题。解答开放性试题一

定要注意平时培养多方向思考的思维习惯，有明确的考虑问

题的方向，和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 4.计算题板块 非选择题

中的计算题板块主要是综合计算题。从近两年的试题来看综

合计算题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分析，主要有两大类试题

：一类是与生活实际联系，以探究问题的形式给出问题情境

并提出问题，通过推理判断的方式确定相关反应的发生的推

理计算；另一类是以给定在实验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实验数据

、图表图像数据、物品的标示或测定数据等，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判断进行计算。综合计算题复习时要注意解题思路和方

法，要充分利用每道题的价值。一方面要理解题意，找到解

题思路，举反三，触类旁通；另方面又要从相类似的题目和

看似类似，实则相差甚远的题目中，分析比较出这类题型的

解题规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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