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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高考《考试大纲》化学部分包括化学单科、理综化学

、新课程版理综化学等三种，除新课程版理综化学呈现全新

的考试内容外，其他两种在2006年《考试大纲》的基础上，

对内容进行了微调，体现了基本稳定、个别调整的特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命题要求保持稳定 通过理论与实际的联

系，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境中，考查学生的“双基”

掌握程度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仍是高考化学命题的主要指

向。 随着高中新课程的全面推进，引导学生关注科技、社会

发展，学会用化学视角观察和认识科技、社会和生态的STS情

境题，在高考试题中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可以预测，以新

情境出现的信息分析类题目，无论是在综合卷化学试题中，

还是在化学单科考试试题中，以及新课程化学考试试题中都

会占有较大的份额。 今年化学新课程在部分省、自治区已进

入高考检测阶段，在如何通过改变试题形式，考查或测量学

生对科学探究过程和学习方法的认识和运用，以及考查和识

别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取向等方面，必然会有新型试题出现

，并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试卷结构体现差异 尽管在题型

、内容比例、试题难度等方面，今年的试题将会保持稳定，

但新课程化学选修模块进入考试内容，给新课程高考试卷结

构，尤其是新课程考生的应考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综合

运用相关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命题探索，仍应值得关注

。 考试范围稳中有变 2007年高考化学在考试内容和范围的选



择上，仍会保持突出考查化学学科主体内容或主干知识的特

点，这是由“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高质量高素质人才”，即

选拔真正具有学习潜能考生的命题指导思想所决定的。鉴于

观察能力要求中已有了相关陈述，新的《考试大纲》将原“

思维能力”要求中“对原子、分子等粒子的微观结构有一定

的空间想象能力”予以剔除，这不属于考试内容的调整；删

去“掌握有关物质溶解度的简单计算”的考试要求，并不意

味着关于溶解度的概念，以及温度对溶解度的影响及溶解度

曲线不作要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课程化学的考试范围

和要求，化学平衡常数、电离常数、熵变、沉淀溶解平衡等

新课程化学学习内容被列入考试范围，是新课程考生高考复

习时应加以重视的。 近年来，高考化学试题在打破知识板块

壁垒，加大学科内知识整合力度方面，进行了成功尝试。

如2006年高考化学试题中，涌现出大量将实验与元素化合物

知识、计算知识相结合，有机化合物知识和有关计算相结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试题，昭示出清晰的命题指

向；通过改造、扩充、延伸传统试题，稳定试卷难度，同时

向“题海”战术提出挑战；在看似简单的背景知识下，创新

设问方式和答题指向，考查出考生思维的灵活性、广阔性和

全面性。 如2006年试题关于置换反应的考查，在提供概念表

达式的前提下，要求考生写出符合题目设定要求的三个化学

方程式，既体现了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的命题意图，又

实现了考查综合思维能力的命题目标。信息给予试题作为有

机化合物知识的考查方式已被引起普遍重视，但随着无机新

材料的不断面世，以此为背景的试题不应被忽视；用化学知

识认识和解决日益严峻的食品、健康等生态环境问题，虽在



多种化学试题中都有突出体现，但作为考查学生科学素养、

科学价值观的背景取材，仍应是我们关注的命题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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