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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F_BC_9A_E2_c67_265133.htm 临近中考，想要在

短时间内达到化学复习最佳效果，复习方法非常重要。 复习

巩固，查漏补缺 化学试卷中易、中、难三种程度试题的比例

一般为8：1：1，基础知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牢固掌握

基础知识尤为重要。 第一步，对照课本进行知识点的回忆整

理，不遗漏任何知识点，并对重点内容反复体会思考，加深

理解。 第二步，认真研究近期做过的试卷，将错误的题目归

类整理，避免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第三步，实验是复习的重

点和难点，也是考试的难点。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可以说实验是化学学科的灵魂。综观近几年中考试题，

不难发现，试题中都加大了实验考查的力度，实验题都设法

推陈出新，更加注重实验方案的设计和评价。实验题无论如

何变化，都需要基础理论和能力的支撑，复习时要充分利用

好课本，明确实验考查要求，掌握大纲中规定的实验：①了

解实验目的、原理、步骤、注意事项；②掌握使用仪器、实

验操作的技能；③学会用实验方法鉴别常见气体，常见的酸

、碱、盐等；④会观察和分析实验现象；⑤会解释结论，得

出结论；⑥会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等。 为构建实验基础知识

板块，可采用两种方法复习：一是分散复习，在各章节复习

中，注意认识实验装置的特点，实验成败关键，重要的现象

，理解操作的注意事项等，要特别重视对重要实验的再现、

升华，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二是集中复习，把实验分为专

题来进行复习，可收集近期模拟试卷上的典型实验试题，进



行实验的组合、变形，加以理解掌握，最终形成整个实验知

识的框架和网络。 第四步，化学计算的复习。大家知道，化

学计算对于中考来讲，计算的总体难度下降，但我认为对计

算能力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尤其是有关物质的量的计算。复

习时，首先应该将计算题中所包含的各种类型(如求化合物中

各元素的质量比、原子的个数比、原子的物质的量之比；溶

解度、溶质质量分数等)进行知识的网络化；其次通过典型的

例题来提高解题的准确性、规范性(思路清晰、步骤规范、答

案准确是解题的一般要求)，并总结出解题的规律；第三要关

注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各类产品标签相关内容的计算。 

第五步，应对开放性试题。近年来，中考化学试卷中开放性

试题呈上升趋势，有情景开放、条件开放、结论开放等。涉

及诸如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新材料新能源开发等关系到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和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此类题目旨在考

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涉及的相关化学知识都是比

较基础的，可谓“起点高，落点低”、“看似难，做时易”

。对于这类试题，解题时一定要认真审题，理解题意，才能

准确作答，切忌被题目的冗长叙述所吓倒。 调整状态，轻松

迎考 (1)考前除了对知识点进行整理，不留“盲点”外，还要

调整好生物钟。理化在下午2-4点钟开始考试，事先最好做些

调整，将人的兴奋时段调整到下午2-4点，这正是多数人在一

天中记忆力最好的时段。同学在家复习的这段时间，尽量早

睡，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不宜再养成睡午觉的习惯咯。 (2)

在饮食方面要注意食品新鲜、清洁、健康。以蛋白质、豆类

为主，不要过多摄入大鱼大肉。考试期间不宜吃得太饱，考

试间隙可以吃一些糖果，迅速补充能量，稳定情绪。 (3)考前



要熟悉考场和周边的环境，消除陌生感和恐惧心理，做到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 巧妙答卷，事半功倍 进入考场选择合适

的答卷方式也很重要。拿到试卷以后不要急于答题，先把试

卷从头至尾迅速浏览一遍，对题量题型做到心中有数。对较

难的一时还没有思路的题目，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可以先

空下来做其他的题目，最后有时间再来攻破难题。 延安初级

中学化学高级教师 罗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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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