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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2_c65_581527.htm 提示：建议学生每做完

一道题后，都要认真思考分析、查找这些练习题跟教材上的

哪些知识相关，有时外表看似很难的综合题，通过分解剖析

，从教材上找原理、摸规律，解题思路就会清晰，这样就会

渐渐地提升自己应用知识的能力。 “寻根求源”回归教材 在

高三三轮复习阶段，要继续读好、用好教材。概念多、理论

多、反应多、物质多、实验多、现象多是化学教材的特点。

对此，我们应引导学生做到：粗、细得当，深、精合理读教

材，带着问题反思教材。对课本上的重、难点知识要边读，

边批，边记，边理解，边思考。 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好教材与

练习题的关系。不要盲目地做大量的练习题，要善于从教材

中“寻源”。我们在分析过程中会发现：无论是简单题、难

题，“根”都离不开教材。因此建议学生每做完一道题后，

都要认真思考分析、查找这些练习题跟教材上的哪些知识相

关，有时外表看似很难的综合题，通过分解剖析，从教材上

找原理、摸规律，解题思路就会清晰，这样就会渐渐提升自

己应用知识的能力。 知识分类总结“网络化” 经过一、二轮

的复习，部分学生的感觉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这样

的学生其实就是不善于“经常联想、总结归纳、找出知识规

律，积累不同类型解题方法”。有人说，化学难学，要记的

东西太多了，这话不全对，实际上，关键在于怎样记。例如

学习元素及其化合物这部分内容时以“元素→单质→氧化物

→氢化物→存在”为线索；学习具体的单质及其化合物时以



“结构→性质→用途→制法”为思路，从单质到各类化合物

之间的横向联系进行复习，同时结合元素周期律，将元素化

合物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而有机化学的规律性更

强，熟悉了官能团的性质就把握了各类有机物间的衍变关系

及相互转化，理解了同分异构体就会感觉到有机物的种类繁

多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样，各部分相应的知识按其内在的联

系进行归纳整理，将散乱的知识串成线、结成网，通过多种

途径、循环往复的联想，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从而

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所学知

识的记忆，而且有助于思维发散能力的培养。 精研考试说明

，精讲精练 今年的考试说明变化不大：与去年相比，能力要

求部分增加了通过对自然界、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化学现

象的观察，获取有关的感性知识和印象，并进行初步加工、

吸收、有序存储的能力；必考内容范围及要求部分增加了了

解胶体的性质(如丁达尔效应、聚沉以及电泳等)，并能利用

胶体的性质解释一些与胶体有关的简单问题(不要求识记胶体

粒子的带电情况)。纵观近几年化学高考试题，一个明显的特

征是考题不偏、不怪、不超纲，命题风格“高起点、低落点

”的特点基本保持稳定，复习时勇于预测高考内容的侧重点

，将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科学归类，联系教材，通过梳理相关

知识点，讲究方法，归纳技巧；要精选例题习题，做到一题

多解或多题一解，要重视变式训练，要注重做后反思；善于

分析和仔细把握题中的隐含信息，灵活应用简单方法。另外

理综试卷题量大用时长，复习过程中也要有意识地加强定时

训练，有助于磨炼学生的耐心和提升做题速度。 总之，在第

三轮复习中若能做好以上三点，便为战前蓄积了能量，为心



理的自信提供了智力支持，为考场的正常发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

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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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