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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钟华 初中化学总复习一般采用三轮复习法

。第一轮按章节复习；第二轮为专题复习，即将所学知识分

为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的化学变化、化

学与社会发展、科学探究5个专题，目的在于综合知识能力，

增强知识结构化、网络化的程度，突出综合能力的提升；第

三轮为模拟训练阶段，旨在增强应试能力。为了达到良好的

复习效果，复习时要讲究一定的策略。 策略1：明确目标，

以“本”为本，强化基础 首先要认真研读《化学课程标准》

，这是命题组的专家们中考命题的依据。通过研读《课标》

，考生可以明确考试的具体范围、内容和要求，做到心中有

数，避免盲目地“超标”、“拔高”、“拓展”。复习时十

分重要的一点是通读课本。临到中考，如果没有完整系统地

看一遍课本，没有对知识进行归纳、梳理，没有把知识内化

为自己的认知结构，这样的复习等于没有复习。其实，中考

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据课本内容编制而成的，课本中的习

题、例题、实验、插图、阅读资料等常被用作编题的素材，

所以，同学们在考前一定要仔细通读课本，必要时还可自己

写出阅读总结，回归课本，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作为载体

学好，这是获得高分的必经之路。如，对于基本概念和原理

的复习，除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知道其反映的是何种现

象或事物的本质属性外，还要进一步与相近的概念进行比较

，了解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同时按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进行分类归纳整理，辅之以必要的实例佐证。 化学用语是基

石，工具性和规律性的知识则是钢筋、水泥，应下工夫背、

记和训练，像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金属活动性

顺序表、酸碱盐溶解性表、化合价、质量守恒、反应类型和

复分解反应的条件等都应熟练地掌握。再如，对于元素化合

物知识，由于点多、面广、量大，复习时很难形成系统，可

按结构、性质、变化、用途的顺序，从个别到一般进行立体

式的小结，并与典型实验密切挂钩。 总之，前两轮的复习一

定要做到：一手抓理解，一手抓应用；一边捋知识点，一边

将分散繁杂的知识点进行分类整理，使其系统化，并找出其

中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形成脉络清晰、主线突出的知识网络

，最重要的是，要将上述网络化的知识灵活运用到解决实际

问题上，努力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由点到面，由面到体，

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立体的知识树，最终达到运用自如。 策

略2：联系实际，关注热点，强化思维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很多都是中考的热点问题，如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问题，包括

大气污染、臭氧空洞、酸雨、温室效应、白色污染；能源危

机与开发新能源问题；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知识；流行

疾病的预防；维生素、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等知识，以及科

学新发现、新技术等。这类题目体现了化学学科的实用性，

既考查了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与灵活应用，又培养了学生

关心社会、关心自然的情感和品质，还体现了化学这门学科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生活的时代主题。所以，考生应密切关

注这些方面的信息，经常与所学化学知识联系，适当地进行

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做到应对自如，得心应手。 策略3：关

注实验，探询规律，探究突破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化学



实验已成为中考化学命题的热点，除实验基本技能如仪器辨

别、基本操作、气体的发生与收集、混合物分离、常见物质

的检验等仍为必考的内容外，探究型实验题已成为近几年中

考的热点，建议考生充分挖掘课本上的探究题材，将验证性

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按假设或猜想设计验证方案的思路，

开展研究性学习，以期熟悉解答要领。装置的变通性最能考

验学生的应变能力，考生可以借鉴近几年外省市的同类题目

，认真分析此类题目的特点，总结这类题目的解题规律，熟

悉此类试题“猜想假设—实验探究—验证结论”的探究型试

题命题方式，举一反三。千万不要将思维固化在那些“经典

”的答案上。 策略4：适当训练，实战模拟，应试成功 调整

状态，模拟中考，就是要求考生要坚持不懈地做适量的练习

，但还要切记，不可采取“题海战术”，别拿难题为难自己

。最后阶段做一些练习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

，练习要特别讲求效率，题量不要太大，题型要具有典型性

。练习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保持解题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也

是再次查缺补漏的过程。准备一个纠错本，把错题再过一遍

，对自己在前期复习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和知识上的漏洞进行

及时补救，吸取教训。只有查漏补疑深入扎实，才能有效地

减少薄弱环节，才能真正提高应试水平。在做过大量习题后

，通过反思你会发现不同的题目之间有相似之处，这就需要

你归类整理，找出规律，跳出题海，等这种类型的题再出现

时你就会很快做出，这对提高速度和正确率很有帮助。 分析

近几年考试的失分情况，不难看出，定势思维严重、发散思

维薄弱、阅读能力不足、规范解答欠缺、表达方式苍白⋯⋯

这些缺陷制约了高分的诞生。希望广大考生在复习中着力培



养细致的观察能力、较强的思维（变通性思维、正逆向推理

、发散与统筹思维等）能力、探究性实验（合理的猜想或假

设、设计验证实验等）能力、阅读能力、准确的书面表达能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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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