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化学串讲：注意新增内容增强审题能力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5/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0_83_E5_8C_96_E5_c64_95725.htm 试卷结构 今年中考，

化学总分值为54分，难度系数约为0.65。其中，身边的化学物

质约占30%，物质构成的奥秘约占15%，物质的化学变化约

占30%，化学与社会的发展约占15%，化学实验知识约占10%

，其中涉及考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内容约占30%。中考变

化 今年是武汉市全面使用新教材的第一年，新增加了许多内

容，题型及题量均有所变化，故同学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板块的变化上下两册的化学教材从

知识板块上可以分为四大块：“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

构成”，“化学变化”，“化学与社会”。学生在复习的过

程中应特别注意新增加的内容，即：水的净化、软化、乳化

，能源，环保，化学与人体健康，合成材料等。 2.核心知识

的变化及复习的重点化学考试不外乎考物质的结构、性质、

变化规律。其中，教材中的核心知识同样是考试的重点。在

复习的过程中，应明确了解哪些知识属于教材的核心。同时

注意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延伸、归纳、小结，并推陈出新，联

系生活和实际。 3.注重科学实验探究的变化为了考查学生科

学的思维方式，武汉市的实验探究分值逐年增加，考生要注

意实验探究的几个环节，并明确它的考题重点在于局部探究

，重点在于猜想的合理性及方案，评价反思现象的表述、归

纳与小结。 4.重视答题技巧在复习的过程中，许多学校会进

行大量的题型训练。学生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动笔，

不要只是看题。审题和答题应从中考的高度来要求自己，尽



量做到简单题得全分，中档题少失分，难题得高分。 备考建

议 1.要根据老师的进度制订相应的复习计划，最好稍稍超前

一点。这样上复习课时重点、难点、弱点了然于胸，就能收

到很好的效果了。 2.进行研究性学习，熟练掌握基础知识。

以化学反应方程式为例，可采取以下步骤：第一步，“一式

多思”，对每一个具体的化学方程式做多角度的探讨。例如

，属于哪一种反应类型？反应原理如何？相对量的改变对反

应产物有无影响？反应有何特点？第二步，按课本顺序书写

化学方程式，巩固“一式多思”的研究成果。第三步，依据

反应类型重新分类书写化学方程式。第四步，按反应物、生

成物的种类分类书写化学方程式。第五步，根据重要应用，

分类书写化学方程式。 3.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适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比如目录回

忆法，即根据目录来回忆章节的内容，遇到印象模糊或没有

印象的情况，立刻翻到该页仔细阅读。严格训练，提高考场

得分能力。加强解题思路的训练。审题，明确考查内容的实

质；联想类比，找到解题根据；拟订具体的解题方案，书写

解答过程。这里每一个步骤都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4.查缺补

漏。利用以前的练习本、试卷，把不懂之处、易错处、常错

处、常考处一一总结归纳，对自己的情况要心中有数，便于

利用有限的时间弥补不足。化学方程式内容多，要花大力气

才能记住。可将一些常见的方程式抄在一个小本子上，一有

空就拿出来看。 5.提高审题能力。考场上，审题阶段的错误

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致命伤。针对同一考查内容，我们可以

变换提问方式来训练审题能力；还可以通过师生交流、学生

之间的相互交流展开专题讨论，归纳和剖析常见的审题错误



，以达到提高审题能力的目的。 6.要注意锻炼培养良好的心

理素质。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考场上水平能否正常

发挥。调考就是为了锻炼考生的心理素质。同学们平时就要

有意培养自己认真仔细、顽强坚韧的品格。有的同学难题答

不好，题目容易时还是考不好，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好的表现

。面对难题，得意忘形，粗心大意，白白丢分，这是同学们

最易犯的毛病。 7.要勤于动手，避免纸上谈兵。为了达到“

快、准、巧”的目标，做一定量的题目是十分必要的。 考前

冲刺阶段运用题海战术显然是不明智的，应该回归课本，把

课本内容重新咀嚼一遍。因为中考题主要是围绕课本做文章

，偏题、怪题不多。一味地花力气“啃硬骨头”是得不偿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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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