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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化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北化学化
工学会中学化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丶襄阳市教育学会中学
化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湖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湖北省优秀教师；襄阳市
人民政府督学、襄阳市政协委员、襄阳市教科室副主任、高
中化学教研员。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兼职导师、北京博尔
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杭州铭师堂特聘专家。曾多次荣获
国家级优秀教研员、省级优秀教研员称号。

教研强则教育强，教育强必先强教研。2006年以来，我市
狠抓教研工作，高考成绩年年提升，取得了高考“九年十状
元，年年步步高”的辉煌成绩，高考过重电线人数和上线率
由省内五、六名跃居全省前茅。

近几年我在湖北、河南、河北、广东、广西、陕西、福建、
安徽、海南等省市做过多次高考备考、尖子生冲刺培训、教
师培训方面的报告，赢得了不少掌声。



• 襄阳市近九年高考取得的成绩
（一）、2011-2019年襄阳市高考夺取了十名省状元：

• 2011年，襄阳五中王震霆以707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理科状元。

• 2012年，襄阳四中吴戴维以658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文科状元。

• 2013年，襄阳五中贺维艺以689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理科状元。

• 襄阳五中李桌雅以651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文科状元。

• 2014年，襄阳四中龚晓曦以700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理科状元。

• 2015年，襄阳五中刘世豪以699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理科状元。

• 襄阳五中陈凤竹以643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文科状元。

• 2017年，襄阳五中范悠雨以683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文科状元

• 2018年，襄阳市上北大、清华、港大等名校84人，全省第二。

• 重点线上线率34.3%全省前茅！

• 2019年，襄阳四刘雨桐以676分成绩夺取省文科状元，周哲凯以710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省
应届生理科状元。



传媒
宣传 想当状元郎，

求学到襄阳，

九年十状元，

美名天下扬！



年份 考生人数 重点上线人数 重点上线率

2011 34205 3894 11.4%

2012 33406 4182 12.5%

2013 32511 4285 13.2%

2014 29493 4971 16.9%

2015 27817 6389 23.0%

2016 27495 6910 25.1%

2017 25968 7634 29.4%

2018 31505 10806 34.3%

2019 29210 10128 34.7%

近九年襄阳市高考上重点线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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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精准备考，明方向



第一部分 精准备考，明方向

一、认真学习《高考大纲》、《考试说明》和《试题分析》

• 《考试大纲》
• 2020年化学考试大纲不修改，和2019年的大纲一样。
• 2019年的大纲和2018年对比变化不大
• I.考核目标与要求:
• 一点变化：增加了“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素质”的要求，
• 两点没变：对“化学学习能力“”的要求没有变；“对知识内容的要求层次”

没有变。
• II.考试范围和要求都没有变化
• 稳定的考试大纲有利于高中化学的复习教学。
• 必须明确：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核心素养？
• 必须抓住：重点？难点？热点？必考点？



•化学学科关键能力：
•1、接受、吸收、整合化学信息能力。
•2、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
•3、化学实验与探究的能力。
•4、自主学习的能力。

•熟记于心，融于题目，练出能力



•中学化学五大核心素养：

•1、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能通过观察、 辨识一定条件下物质的形态及变化的宏
观现象, 初步 掌握物质及其变化的分类方法, 并能运用
符号表征物质及其变化; 

•能从物质的微观层面理解其组成、结构和性质的联系,
形成“结构决定 性质,性质决定应用”的观念;能根据物
质的微观结构预测物质在特 定条件下可能具有的性质
和可能发生的变化。



•2、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能认识物质是在不断运动的, 物质的变化是有条件的; 

•能从内因和 外因、 量变与质变等方面较全面地分析物

质的化学变化, 关注化学变 化中的能量转化;

•能从不同视角对纷繁复杂的化学变化进行分类研 究,逐

步揭示各类变化的特征和规律;能用对立统一、联系发展

和动 态平衡的观点考察、 分析化学反应, 预测在一定条

件某种物质可能发 生的化学变化。



•3、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能初步学会收集各种证据,对物质的性质及其变化
提出可能的假 设;

•基于证据进行分析推理,证实或证伪假设;能解释证
据与结论之 间的关系, 确定形成科学结论所需要的
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 

•能认 识化学现象与模型之间的联系, 能运用多种模
型来描述和解释化学现 象, 预测物质及其变化的可
能结果; 

•能依据物质及其变化的信息建构 模型,建立解决复
杂化学问题的思维框架。



4、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

发现和提出有探究价值的化学问题, 能依据探究目
的设计并优化实 验方案, 完成实验操作, 能对观察
记录的实验信息进行加工并获得结 论; 

能和同学交流实验探究的成果, 提出进一步探究或
改进实验的设想;能尊重事实和证据,不迷信权威,具
有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和批 判的创新精神。



• 5、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 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 崇尚真理, 形成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 

• 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认识环境保 护和资源合理开发
的重要性,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绿色化学观念; 深刻理解化学、
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赞赏化学对社会 发展的重大
贡献,.

• 能运用已有知识和方法综合分析化学过程对自然可 能带来的各种
影响,权衡利弊,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有关化学问 题的社会决策 。



2020年《考试说明》没修订

• 《考试说明》是依据今年的《考试大纲》制定的，对2019年高考全国统
一命题试卷的考试内容、考试范围、试卷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是今年高考命题的重要依据。

• 考试形式明确规定：各学科试题只涉及本学科内容，不夸学科综合。
（我不信，不知各位信不信？）

• 组卷：同一题型试题中同一学科，尽量按由易到难的顺序排列

• 制定《化学考试说明》既要有利于化学课程的改革，又要发挥化学作为
基础学科的作用；既要重视考查考生对中学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又要
注意考察考生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潜能；既要符合《普通高中化学课程
标准（实验）》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要求，符合教育部考
试中心《大纲》的要求，符合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验情况，又要利用高
考命题的导向功能，推动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认真
学习

2020年《试题分析》变化大

▲数据特征分析

▲命题意图

▲题型

▲试题情境（题干）

▲如何设问、如何考查能力

▲标答（和本省评分细则比）

▲该题评价

▲一题多变如何变？



精准
把握

二、对2017-2019年高考试题整体分析，找命题趋势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的特色：

1、坚持立徳树人，传承优秀科技文化
第一，呈现中国成就，传递爱国情怀。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从试题素材、考核知识点以及情景设置等角度着力引导关
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价值观。通过挖掘史文献
和顶级科研论文寻找合适资料，以中国古代技文明、我国科学家最新研成果编试
题，体现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对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引导考生爱化学，为国
奉献。如全国I卷的试题以我国古代由砷矿提取三氧化砷技术为背考查元素化合物
分离基本操作方法；全国II卷中的试题以我国科学家合成世界首个“五氮阴子化合
物”为题材考查物质结构的基础理论；北京卷的试题以我国在CO催化加氢制取汽
油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为素材考查物质转化反应和有机物的基本概念；天津卷中的
试题以传统中草药黄芩有效成分“汉黄芩素”考查有机物的结构和性质。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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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渗透研究过程，激发科学精神。
对于苯结构的阐释和研究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过程。

全国I卷第8题以三个分子式均为C6H6的化合物展开设问，这
三种物质结构是19世纪中后期三位化学家提出的苯的三种结
构，包括1865年由化学家凯库勒提出的凯库勒式，1867年
由杜瓦提出具有双环结构的杜瓦苯，1869年拉敦保格提出来
的三棱柱结构。由于凯库勒结构比较符合苯的化学性质，一
直沿用至今。当然这些结构还不能解释苯的某些性质，所以
在凯库勒之后仍有一些科学家继续探索研究苯的结构与性质
之间的关系。

设置这道试题的目的是让考生尊重物质化学性质的事实
和证据，不迷信已有的研究成果，养成敢于质疑、勇于创新
的科学精神。



2、健全考查体系，科学选拔优秀人才

第一，落实考试大纲修订思路，考查必备知识内容。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贯彻2017年考试大纲的指导思想，通过科学设计试卷结构，落

实考查目标和考查要求。
首先是落实考查学科的必备知识和方法。化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既有自己的科

学体系，又有与之适应的学习方法。中学化学中的基本理论体现在化学反应原理和物
质结构理论两个层面，以两大理论为指导，学习常见无机物和有机物的组成、结构、
反应和应用。

必备知识内容，包括熟悉基本化合物的性质和反应及其相互转化规律，化学反应
原理和结构知识的精髓，基本化学实验操作方法和实验设计思想。

模块设置的调整，看似删去了化学与技术模块，实际上是将几个模块内容融合一
起命制试题，以此考查考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的能力。如全国I卷第13题、全国II卷第
12题均以电解质溶液平衡为题材，呈现平衡数据关系图，加大考查考生运用平衡原理、
元素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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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呈现真实化学问题，考查应用实践能力。
化学，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等联系紧密，

是这些科学的基础；化学又是一门创造新物质的科学，通过日益发展
的合成技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农药、化肥、医药和种类繁多的新材
料等。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从化学科学的这一特点出发，牢牢把握化学的

应用性，广泛联系实际创设化学应用情境，引领考生正确认识化学对
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认识化学学科的价值。如全国卷共
有选择题33道，其中具有应用情境的8道；非选择题22道，具有实际应
用情境的17道。

涉及的实际情境主要有新材料制备、废物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技
术、有机新物质和新药物合成、无机化工生产以及新技术性能源等。
这些试题均要求考生将基础化学、基本化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实际生
产生活中，解释生活中相关的现象，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



第三，创新试题情境素材，探索创新意识考查。
在化学学科领域，考查创新思维能力的试题形式包括合成新物质、阐释反应机理

或新的结构理论、发现新的合成方法以及应用新的分析测试技术等。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对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查主要体现在推理实验现象、设计合成

路线、阐释结构与性质的规律三个方面：①对于推理实验现象的考查，基本思路是
给出探究目的和装置，要求考生根据物质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检查药品
并推测实验中的现象。如全国III卷第26题探究硫酸亚铁的分解产物，通过残留物的颜
色推理分解产物，并通过选择品红和硝酸钡等试剂进行验证推理。②对于合成路线
的设计，是以有机化合物为考查载体，要求考生对于给定的目标有机物，利用逆合
成分析方法解析目标有机物，将其分解为题目提供的简单有机物，将已经学过的反应
和题目给出的反应信息相结合，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合成路线。如全国III卷第36题“由
苯甲醚制备4-甲氧基乙酰苯胺的合成路线”。③阐释结构与性质的规律，要求能根据
给出的物质性质数据或者图表，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总结物质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
系及变化规律。如全国III卷第35题要求考生分析CO2、氢气、甲醇和水沸点从高到低
的顺序，并阐释沸点高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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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现学科价值，灌输绿色化学思想

化学是一门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学科，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
环境科学等相融合产生了诸多的交叉学科。化学知识和理论是实施
化工生产、环境保护和新材料、新物质合成制备的技术储备和理论
支撑。

2017年高考化学试题设计了与生活紧密相关的试题，分别从
合成纤维（全国I卷）、健康化学（全国II卷）、环境化学与环境保
护（全国III卷）等方面设计考核知识点，让考生了解化学在生活中
的应用，让考生正确地认识化学的价值和功能。

试题选材通过废弃物品综合利用，展现化学变废为宝的神奇魅
力；通过实验过程注重尾气吸收，树立绿色化学和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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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考全国理综I卷化学试题整体评价

2018年高考化学命题贯彻落实发展素质教育和深化高
考考试内容改革的要求（2017年1月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姜刚发表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要求，深化高考考试内容
改革》的文章），以高考评价体系为依托，选取各种类型
的情境素材，通过科学规范的试题设计，考查信息获取及
加工能力、推理论证能力、实践与创新能力，贯彻了“必
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的考查目标，
落实了“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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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现成果，突出贡献，发挥学科育人功能（立德树
人功能明显）

在绵延5000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取得
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挖掘古代科技文献，
以我国古代化学化工成果为情境命制试题，例如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26题中提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得和使用金属锌的国家”，理科综合全国III卷第35题中
提到“《中华本草》等中医典籍中，记载了炉甘石（碳酸锌）入药，可用于治疗
皮肤炎症或表面创伤”。试题中呈现的这些内容展示了中华优秀科技成果对人类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引导学生自觉传承我国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要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各领域科
技创新。

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呈现我国化学领域最近取得的重大创新科研成果，例如
理科综合全国I卷、II卷中选取了我国科学家发表在化学顶级刊物上的“一种对天
然气中二氧化碳、硫化氢的高效协同去除转化装置”“一种室温下可呼吸的钠、
二氧化碳二次电池”。这些内容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国精神，
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精准
把握

2、情境真实，应用导向，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情境来源于生产、生活、社会及科研实际，
将化学学科联系紧密的环保、医药、材料、能源等交叉学科内容作
为试题素材，考查考生合理正确地使用化学原理与技术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由此既可以引导考生认识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
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绿色化学观念，又体现了高考评价体
系中的应用性和综合性考查要求。



（1）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呈现环境保护的素材，考查学生分析环境污染及其防治中的化学基本原理，
体现化学在生态环境和污染治理的巨大作用。在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行
动中，尤其是在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中，化学及相关科学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核心
原理及技术支撑作用。如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8题和全国IV卷第12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雾霾形成机
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素材，考查雾霾形成过程中无机颗粒物的化学基本概念，分析雾霾酸度增大的催化过
程和机理。全国IV卷第10题考查化学品在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全国I卷第7题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之一
的磷酸亚铁锂电池为研究对象，通过湿法冶金工艺处理废旧磷酸亚铁锂电池正极片回收其中的金属，体现
了化学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贡献。

（2）2018年高考化学设置绿色生产技术试题，要求考生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化学方法和技术，以此体
现化学科学为绿色生产和清洁能源的开发提供技术支撑的作用。如理科综合全国I卷第13题以协同去除二
氧化碳、硫化氢的新型电化学转化装置背景考查电化学的基本原理，全国II卷第36题以葡萄糖以及用葡
萄糖为原料制得的山梨醇和异山梨醇等生物质转化平台化合物为背景，考查有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3）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以各种药物和食品添加剂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为背景，考查基本化学
知识和概念，体现化学在确保食品安全、守护人类健康的巨大贡献。如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36题治疗心绞
痛的药——硝酸异山梨酯，全国IV卷抗心律失常药——盐酸美西律，这些试题素材展示了化学在治疗疾病、
提高生命质量、守护人类健康中的贡献。在高考化学试题中普及生活中的化学知识，传递化学的应用价值，
让学生体会到化学的巨大价值和神奇魅力，引导学生在新时代喜欢化学科学、学习化学科学、应用化学科
学、发展化学科学，树立投身祖国化学化工事业的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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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多样，数据详实，测评学科关键能力

高考化学试题立足于培育学生支撑终身发展和适应时代要求的能
力，重点考查学生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等关键
能力。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在测评关键能力方面体现了如下特点。

3.1创新设问方式，考查独立思考能力
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依据考查内容和要求设置不同的设问方式，

考查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相对熟悉的内容，增加
开放性，考查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如理科综合全国III卷第27题提供
了两种合成碘酸钾的方法，要求学生根据题目给出的信息，独立地从
中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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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考查信息获取及加工能力
1）提供量化数据关系。反应速率是反应原理中的重要教学内容，但是中学阶

段的教学仅停留在定性阶段，没有到定量阶段。不同物质、不同物理量对反应速率
的影响程度不同，实际上可以用定量的数学关系模型来表示反应速率。2018年理科
综合全国II卷第27题提供了沉积碳生成速率与甲烷以及二氧化碳压强的关系方程，
要求学生分析积碳量与反应压强的之间关系，判断选择反应的具体条件。

2）提供转化流程信息。物质转化流程信息常见于化工工艺图中，这些工业流
程来自真实的工业生产过程，在试题中简化为生产流程或技术单元，要求学生分析
流程图中的物质变化及操作，从中分析或选择反应条件、解读并挑选工艺参数、产
物分离操作方法等信息，结合已经学过的元素知识、反应原理等知识回答相关问题。
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26题以锌的冶炼为背景，通过工艺流程图和数据表格等
方式向学生提供信息，将生产生活实际与中学化学实际相结合，考查学生对常见金
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基本性质、电化学原理、沉淀溶解平衡等知识内容的掌握
情况。

3）提供新颖反应信息。在试题中提供陌生的反应方程式或转化关系，要求学生
从中抽象概括反应的具体细节，并与已有的有机反应相结合，构建一个可解决问题
的反应知识体系。 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卷第36题，要求学生分析理解整个合成路线，
现场学习乙腈水解新反应，在此基础上利用学过的有机反应，设计一条合成苯乙酸
苄酯的路线。



3.3 证据具体详实，考查逻辑推理能力
证据推理是逻辑推理能力在化学学科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证据，对物质的

组成、结构及性质变化进行分析推理，揭示数据和现象的本质特征。

1）考查基于数据的推理。反应过程中收集的数据以及呈现的图表是重要的证据，可以考查
学生通过分析、转化图形曲线的数据关系，结合化学基本反应理论，推演在不同条件下的物质转
化规律。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27题、全国III卷第28题均以物质反应转化为题材，呈现不
同类型的数据随时间或温度变化图形，加大对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

2）考查基于实验现象的推理。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具有典型的反应现象特征。
根据不同物质的特征反应现象可以推理物质的组成，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28题提供了“装
置B、F中澄清石灰水均变浑浊，装置E中固体变为红色”的实验现象，要求学生分析判断热分解
产物中一定含有的物质。

3）考查基于规律的推理。元素周期律是化学学科中的重要规律，也是指导学习元素及其化合
物性质的重要理论，利用其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可以推测物质的性质。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卷第
12题、全国II卷第10题、全国III卷第13题以及全国IV卷的第13题均是以周期律和结构知识推理
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试题。



4、依据大纲，回归教材，考查学科必备知识（指导教学作用明显）
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和学科主干知识，紧紧围绕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学科基

本概念、基本反应原理、常见典型物质等基础内容，体现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基础性考查要求，有利
保障了基础教育化学人才的培养质量，试题设计的理念如下。

1）转换呈现方式。通过对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现象的考查，引导中学化学在教学中开设实验课
程，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验观察能力，如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9题考查学生判断甲烷
与氯气在光照下反应后的实验现象。

2）转变考查方式。考查适合学生认知特点的化学学科基本概念、基本反应原理，促进学生全面
掌握化学基础知识，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2018年理科综合全国I卷第35题考查电离能、
键能以及晶格能等基本概念，是以Born-Haber循环的形式给出能量变化图，要求学生根据基本概念
的定义分析各种能量变化的数值。
3）调整考查物质。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涉及的元素主要为应用广泛的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

丰富的典型元素及其化合物，这些元素包括铁、铜、锌、硫、硅、氯等。在设计试题时，不仅元素
化合物试题涉及的物质用的是典型和常见的，而且实验试题和反应原理试题涉及的物质也用的是生
活和实验室常见的，如理科综合全国I、II、III卷中反应原理试题涉及的物质为氮的化合物、碳的
化合物、硅的化合物。调整考查物质有利于降低学生对不熟悉物质的陌生度，增加在考场中的自信
心，同时回归中学化学元素化学教学的本质。



2019年高考全国理综I卷化学试题评价
• 一、试题的整体评价
• 总体来说，2019年高考化学试题全面落实“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

的要求，做到了以化学核心素养为测试宗旨，精选试题情境呈现真实问题，
以化学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加强了对关键能力的考查。

• 2019年高考全国I卷理综化学试题呈现了"稳中求变、稳中求新“的特点，很
好地落实了“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总体难度比
去年略有增加。（四翼）

• 试题重视基本概念、必备知识、关键能力的考查，试题将化学知识与信息，
以数据列表、实验装置、结构模型、工艺流程图、电化学装置等图文并茂的
方式呈现，集中体现了新课程标准，坚持能力立意，突出主干知识，重视对
考生科学探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考查，立足基本知识与方法，突出了
学科素养与能力的考查，让学生从"解题"中学会"解决问题"，并能联系生活、
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应用，形成正确核心价值观。（四层）

• 试题很好的实现了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 充分体现了2017年版《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提出的命题原
则

•（1）以核心素养为测试宗旨
•（2）以真实情境为测试载体
•（3）以实际问题为测试任务
•（4）以化学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



• 二、试卷的四个显著特点
• （一） 精选素材，弘扬爱国主义，拓宽学科视野
• 2019年高考化学多数试题是以人教版课本、学术专著、前沿的科技期刊、会

议论文、应用性技术专利等资料为素材背景编写的。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命制
的试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开拓学生的科学视野，
让学生通过试题情境认识化学学科价值，从而增长知识和见识。

• 1、 选取我国古代文化和科技典籍中有关素材，增强文化自信
• 2019年高考化学试题自觉传承我国科学文化，注重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

的工匠精神和技术创新思想，选取我国古代的陶瓷制造、物质鉴别等古代化
学技术方面的成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审美教育，展示中华民族对社会进步
的贡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比如：理科综合全国I卷第7题以陶瓷性质为载体，考查硅酸盐的物理
化学性质；对“雨过天晴云破处”所描述的瓷器青色的考查，一方面考查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化学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考查学生对常见化合物
性质的掌握情况。



• 2、 呈现我国科学家发表的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增强科技成就感
• 全国I卷第35题以我国科学家在顶级刊物Nature发表的“双相纳

米高强度镁合金的方法”为情境，给出拉维斯相的MgCu2晶体结构，
考查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和能级、化合物中成键原子的轨道杂化形式、
分子构型、晶体结构及其性质等内容。考察了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等化学核心素养。体现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当场
自主学习的能力。



• 3、精挑文献，展现最新成果，开拓视野
• （1） 呈现新颖的结构，让学生了解最新成果。
• Science杂志报道了一种新化合物——双(三氯甲基)磷阴离子，该阴离子

为制备高附加值有机磷化物提供了良好的中间体。全国I卷第13题以该新型反
应中间体为素材背景，考查新型反应中间体中的元素及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 （2）呈现新的功能物质，让学生认识物质的转化，自主设计合成路线
• 化学的魅力在于合成新分子、创造新物质，开发新应用。如：全国Ⅰ卷第

36题以药物中间体G的合成路线为情境，基础知识上考查有机物分子结构和性
质之间的关系，要求学生利用题目给出的合成方法，独立思考，设计有机物的
合成路线。体现了对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
究与创新意识等化学核心素养上的考察的考查。



• （3）呈现新的合成装置，让学生对比不同转化过程，体会化学
的学科价值

• 目前合成氨工业消耗的能源占地球总耗能的1%，降低能耗、
提高转化率一直是化学工作者的追求和研究方向。全国I卷第12题
利用生物燃料电池原理研究室温下氨的合成，第13题以顶级化学
期刊上发表的新型合成氨生物燃料电池为载体，将科学研究与应
用热点课题作为情境，考查电池的相关知识与原理。



• （二）重视基础的必备知识，突出对关键能力的考察

• 知识累积是能力提升的前提和保障，试题充分体现了对基础主干知识的考
查。突出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强调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等适应未来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能力。

• 如第8题以2−苯基丙烯为载体，考查了有机反应的基本类型、原子共面、
有机物性质；第9题考查了实验室制备溴苯的实验装置及基本操作；11题
以NaOH溶液滴定邻苯二甲酸氢钾溶液相对导电能力变化曲线，考查了水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和离子浓度、盐类水解；12题电化学；13题元素周期律；
27题氧化还原反应和化学实验；28题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等。而对于
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融合在26题工业流程分析、27题实验及探究、28题
反应原理试题中进行考查。第26题以轻质氧化镁的制备为背景考查了物质
转化以及反应原理等核心知识，该题来源于人教版化学必修2第106-107
页第9题---以卤块为原料制取轻质氧化镁，体现了教材是高考命题的依据。
36题考查了官能团的名称，手性碳的识别，同分异构体的书写，反应条件
与试剂的选择，反应类型的判断，有机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三） 聚焦学科素养，突出在逻辑推理中对信息的加工利用
2019年的化学Ⅰ卷试题中丰富的素材，不仅停留在题干的文字表述上，

还体现在图表、图示、图例等非文字信息中。这些信息不仅仅渗透了化
学重要的学科价值，还重在考查了学生在考场上接受、吸收和整合信息
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要求学生能够在不同情景下能综合利
用所学的知识技处理复杂任务，逻辑推理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必须要有
扎实的学科观念和宽阔的学科视野，具备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方式，这
正是“学科素养”的考察要求，体现化学高考服务选才的核心功能。
2019年Ⅰ卷第10题.固体界面上强酸的吸附和离解是多相化学在环境、
催化、材料科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试题是《考试大纲》与《新课程标准》的有机结合与延伸

• 《考试大纲》与《新课程标准（2017版）》是高考命题的重要参考依据，
试题也充分体现了《考试大纲》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 《新课程标准（2017版）》第50页“高中化学选修课程系列3”--“发展中
的化学科学”内容要求要求围绕合成化学、催化化学、界面化学、理论与计
算化学、化学测量与成像，以及化学动态学等现代化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选
取化学科学研究成果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认识化学是一门由实验和理论共
同支撑的科学，了解化学理论发展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如第10题考查固体
界面上强酸的吸附和解离，第28题考查在金催化剂表面上水煤气变换的历程。
《考试大纲》要求以第三周期为例，掌握同一周期内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与
原子结构的关系，《新课程标准（2017版）》明确要求以第三周期的钠、
镁、铝、硅、硫、氯，以及碱金属和卤族元素为例，了解同周期和主族元素
性质的递变规律。如第13题考查了第三周期元素钠、硅、磷、氯的性质及递
变规律。



由此可见
2017、2018、2019年的高考试题很好的体现了习总书记的

教育思想，贯彻了国务院关于高考改革的指示精神，落实了原国
家教育考试中心主任姜刚的命题指导思想。

从以上近三年的高考试题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考

要考的基础性核心主干知识并没有变化，每一年基本上都是这些，
在主观题中没有考到的就在选择题中考察，

高中的主干知识包括：电化学知识、氧化还原反应、常见
元素化合物及其应用、元素周期律、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包含水
溶液中的离子平衡)、化学反应与能量、化学实验、有机物结构与
性质、物质(原子、分子、晶体)结构等。



纵向
分析

三、分析近四年化学试题，找规律

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7 
化学与生活（中
华传统文化）

从磷酸亚铁锂（LiFePO4）
废电池中湿法提取Li

有机题：天然纤维、
合成纤维

覆盖:纤维、油加热、
蛋白、消毒酒精

8 
有机物结构与
性质

有机题：糖等有机物的性质提纯操作：蒸馏、
升华、干 馏、萃取

阿伏加德罗常数

9 

有机化学实验
（溴苯）

有机实验题：乙酸乙酯的制
备、收集、分离、蒸发浓缩
实验

有机题：苯的同分
异构体、二氯代异
构、化学性质、同
平面原子

有机常识( 命名、加
成、异构、高分子

10 

化学反应原理
综合

阿伏加德罗常数的计算 H2还原WO3制备金
属W的装置、盛放
试剂、操作、启普
发生器适用范围

酸醇分离、收集NO、
配FeCl3溶液、净化
Cl2

11 
电解质溶液 有机题：有机化合物同分异

构、立体结构结构与计算
外加电流的金属防
腐

电解池(电解Na2SO4
溶液）

12 
电化学（原电
池原理）

元素周期表周期律与元素单
质或化合物性质

元素周期表周期律
与元素单质或化合
物性质

中和滴定曲线提问
（向氨水中滴盐酸）

13 
物质结构与元
素周期律

原电池的有关知识 己二酸曲线：离子
浓度分析

强碱、弱碱溶液稀释
曲线分析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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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题对比分析

年 2019年27题 2018年26题 2017年26题 2016年 26题

载体

实验室用废铁屑来
制备硫酸铁铵的流
程

醋酸亚铬的制备
测定蛋白质氮
含量

NH3与NOx反应探究

作答量
8个空（方法、目的、
操作、装置选择、
分子式等）

8个空（填空3个，写
离子方程式1个，简
答4个）

8个空（填空1
个、简答4个，
写方程1个，计
算2个）

7个空（填空3个、
简答2个，写方程2
个）

涉及知
识点

实验方法、目的、
实验装置、原因分
析、化学式等

实验目的、仪器名称、
生成物的作用、操作
原因分析、操作步骤、
写离子方程式等

仪器和名称、
作用，碎瓷片
作用;倒吸、液
封、双层玻璃
原因;写离子方
程,计算含氮量
和纯度

选制氨装置,仪器连
接顺序,写方程; 
NH3与NO2反应现象,
及原因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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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机题（工艺流程图题）对比分析

年 2019年26题 2018年27题 2017年27题 2016年28题

载
体

以硼镁矿（含
Mg2B2O5·H2O、SiO2及少
量Fe2O3、Al2O3）为原料
生产硼酸及轻质氧化镁的工
艺流程

焦亚硫酸钠的制取
FeTiO3制Li4Ti5O12

和LiFePO4流程
工业制取ClO2

流程

作
答
量

8个空（3个简答，5个填空）
7个空（1个化学方程式、1
个离子方程式、1个计算、
1个简答、3个填空）

6空填空2个、写2
个方程式,计算1个,
简答1个）

6空填空4个、
写1个方程式,计
算1个）

涉
及
知
识
点

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
物质判断、试剂选用、电离
平衡常数、操作目的、物质
制备方法

常见物质的性质、化学式、
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
电极反应式反应条件选择及
实验方案设计

由曲线分析实验条
件;写离子方程;由
数据分析转化率最
高原因;过氧键数目;
则溶度积计算是否
有沉淀；写由
FePO4制备
LiFePO4化学方程
式

判断化合价;写
生成ClO2化学
方程;精制食协
水应加试剂,阴
极电解产物;碱
吸收ClO2产物、
氧化剂与还原剂
比例;计算有效
氯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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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近四年高考原理题对比分析

年 2019年28题 2018年28题 2017年28题 2016年27题

载体 水煤气变换 五氧化二氮的制取
H2S气体相关性
质

铬在溶液中存在

作答
量

10个空（3个计算，
7个填空）

7个空（3个计算、
1个简答、1个选择、
2个填空）

9个空(选择2个,
填空3个,写方程
1个,计算3个)

8个空(简答1个,填空
3个,写方程1个,计算
3个)

涉及
知识
点

活化能、能量计算、
速率计算、分压计
算，书写化学方程
式

化学反应原理、涉
及热化学计算、化
学平衡移动及相关
计算

比较H2S、
H2SO3酸性强弱；
盖斯定律、耗能
比较；计算转化
率和平衡常数，
转化率比较，充
入气体使化率增
大

Cr3+溶液中滴入OH-

过量的现象;写离子
方程式、化学方程；
由曲线判断随转化率
变化:计算平衡常数, 
△H判断;由溶度积计
算浓度



结论：2019年28题水煤气变换[CO(g)+H2O(g)=CO2(g)+H2(g)]这一重

要的化工过程，考查了活化能，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速率的计算及分
压计算，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等。
2018年28题综合考查了化学反应原理、涉及热化学、化学平衡移动及相

关计算。
2017年原理题做答量最大，涉及平衡移动的转化率计算分析达4个小问。
2016年为溶液中离子浓度为素材设问，2017年又改为气体设问，设问空
位增加为9个，思维容量加大；只是没有简答（可能是实验题简答多，为
了平衡全套试题考虑）。

每年都有计算，前几年以判断现象、分析图像曲线、列表达式、说
明原因（或理由）为主，2017-2019年以数据分析计算为主。

命题方向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



精准
把握

•四、认真收集研究最新高考信息
•1、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党委书记刘桔，2018年3月3日在《中国

教育报》发表署名文章《牢记立德树人使命 写好教育考试奋进之笔》，

就教育考试工作发表了重要观点。

• 此文对于2020年高考命题尤其是全国卷的命题具有非常明确和重要

的指导意义，对于考生复习和老师指导也有重要的方向性指引作用

• 核心观点：

•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领高考命题，全面落实立德树人。党的十九大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之中强调教育

要：

• 四个坚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大局、坚持改革

创新；

• 四个服务：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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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命题工作，必须把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和
“四个服务”作为的基本遵循，把握好人才培养和人才
选拔规律，使其贯穿于高考全过程，全面提升高考的育
人功能和导向作用。

• 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到参与命题的全体教师和全部学科中，确保命题工作政
治方向不偏、政治纪律不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精准
把握

（一）聚焦“立德树人”，上好“一课堂”，着力凸显价值引领

高考是高校选才育人的第一道关，高考要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在高考命题工作中要以立德树人为引领，坚

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助力实现“四个正确认识”，进一步强化、凸显高考的思想教育

和价值引领作用。

【解读】

今后的高考将更加凸显“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高考命题将不拘泥

于“固定”的教材，而是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社会到个

人，从理想到实践，环环相扣，融会贯通，聚焦时代使命。



精准
把握

（二）积极“引导教学”，树好“一面旗”，大力助推素质教育

◆理科综合：新知识或拓展信息将更多出现！
2020高考理科综合将坚持把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考查渗透到

命题全过程，向学生提供新知识或原有知识的延伸拓展信息，
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化学试题：
会保留化学反应图形和性能关联图形的体裁，让学生在获得

化学信息的基础上，回归到基本反应原理和物质结构知识中去。
通过延伸基本知识，在培养学生自学和探究精神方面也进行积
极探索。



• 2、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 3、2020年1月7日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出版发行了《中国考试评价
体系》，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
的权威专家从《中国高考报告：政策与命题》、《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与指导纲要：试题分析》、《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指导纲要：
标准样卷》等七个部分分别讨论了2019年中国高考改革的政策分
析、命题实践、教学改革、升学渠道、社会影响和评价体系，为
高考的再设计、再出发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 估计3月上旬可买到



第二部分 绿色备考---提效率



第二部分 绿色备考---提效率
五、 2020年理综化学考什么
四层：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1、化学实验题
1.1考查重点和热点
常用仪器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法；识别化学品标志。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常见气体H2、O2、NH3、Cl2等的实验室制法（包括所用试剂、反应原理、仪器和
检验方法和收集方法）；

物质检验、分离和提纯的方法；溶液的配制；
设计部分实验方案； 选用实验装置； 控制实验条件的方法； 预测或描述实验

现象、分析或处理实验数据；评价或改进实验方案。



2020
考什么

1.2、2020年化学实验题的备考策略
1.2.1、发挥教材的使用，落实基础
实验试题的创新点正是实验教学的内隐功能,重视

教材实验的内容和实验教学的内隐功能尤为重要。合
理挖掘教材实验的内隐知识, 能够帮助学生逐渐形成
科学、合理的化学实验系列结构;搭建通过实验解决
化学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以及潜移默化地领悟化
学实验思维与提高探究能力。



1.2、2020年化学实验题的备考策略
1.2.2、注重化学实验能力的培养

(1)了解常用仪器装置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并结合实验目的正确使用。

(2)根据要求能完成相关实验操作,得出正确结果。

(3)能够根据实验目的去设计实验:包括实验原理,仪器组装,反应和检验,以及为某个目的而采用的特
殊装置等。

(4)根据设计完成实验,包括采取正确的步骤、恰当的顺序、合适的条件、以及得到正确的实验结果(
现象,产物,数据等)。

(5)预知干扰因素并能采取合适措施进行排除

(6)防止有毒有害气体的泄漏,废液的安全排放,体现绿色化学思想

(7)根据实验现象和结果,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

(8)对实验进行反思,包括对现象和结果的解释、推理,对实验设计的改进和步骤的调整,并能够设计
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分析和结论。

(9)与实验相关的原理、步骤、现象、结论、解释、以及简单讨论等的文字表述能力。



2020
考什么 1.2、2020年化学实验题的备考策略

1.2.2、注重化学实验能力的培养

1.2.3、关注名牌大学的无机、有机教材里与高
中教学内容相关的实验。

1.2.4、硕士生、博士生的实验论文

1.2.5、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



2020
考什么 2、化学反应原理题

2.1.考查重点和热点分析
离子积常数；pH的计算；电离平衡常数的计算；

盐类水解的应用；常见离子的检验方法；溶度积
（Ksp）的计算。

化学反应的转化率（α）的计算；化学平衡常数
的相关计算；外界条件（浓度、温度、压强、催化
剂等）对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影响；化学反应速
率和化学平衡的调控在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领域
中的重要作用。



2.2、化学反应原理题的备考策略

2.2.1、 结合元素化合物知识从本质上理解外界条件对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等内容进行整合

2.2.2、电化学：强化电化学的复习。关注生活中的新型能源

2.2.3、加强“图像”分析： 在图像上做文章，学会画图、看图、析图、算图

化学平衡、离子平衡板块的复习应进一步加强图像的工具性作用，图像的分析、
图像的形成需要精细化，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应成为可逆变化体系处理的常态。

2.2.4.、加强计算：

结合考试大纲，强化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化学计算的复习，鼓励学生不要怕计算。

2.2.5.、整合内容：

选取真实的问题情景，对选修4《化学反应原理》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整合，既可将一
本书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也可将几套教材的同一内容进行整合，还可将元素化合物、
化学实验与之整合。



2020
考什么

3、无机综合题（工艺流程图题）
3.1、考查重点、热点和题型
常见金属（如Na、Mg、Fe等）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

方法、主要性质及其应用。
常见非金属元素（如H、C、N、O、S、Cl等）单质及

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主要性质及其应用。
常见非金属元素单质及其重要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
题型1.利用物质溶解度差异制取物质的试题

题型2.海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的试题
题型3.硝酸盐废水处理的试题
题型4.废旧电池处理的处理
题型5.矿石冶炼方面的试题
题型6.一般化工产品的生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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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无机综合命题的四个结合点

结合一：元素化合物内容考查与化学反应原理结合

结合二：元素化合物内容考查与化学计算结合

结合三:元素化合物考查与工业生产结合

结合四：元素化合物考查与环境保护结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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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无机综合题的备考策略

3.3.1、重课本构建元素化合物知识网络，使知识网络化
采用“知识主线←知识点→知识网”的方式，将元素及其化合物知结构化，

从而达到条理化、系统化。

I. 知识点→知识主线

（1）金属部分：

金属→氧化物→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碱）→相应的盐

（2）非金属部分:

气态氢化物←单质→氧化物→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相应的含氧酸盐

按“知识主线”，以每种物质作为知识点，引导学生对物质的性质、存在、
制法和用途等知识点的进行联想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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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无机综合题的备考策略

II、知识点→知识网

把各知识点进行网络化，得到整体的互相联系的结构
化的知识，即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的相互转化关系。
这样，单质及其化合物的相互转化关系形成一个完整的
知识网络，复习时依此知识网为线索，展开回忆和联想，
然后再通过练习巩固，就能达到熟能生巧、运用自如。



2020
考什么

3.3、无机综合题的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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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无机综合题（工艺流程图题）的备考策略

3.3.2：重知识构建

元素化合物知识“共性”与“四大特性
共 性：注重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与反应的记忆和积累，以反应原理为指导。归

纳出规律性、思想性的方法处理化学现象和化学事实。
四大特性：
1.特殊结构
原子个数比为1∶1型化合物通常是H2O2、C2H2、C6H6、Na2O2等。

2.特殊的物理性质(颜色、状态、气味)

(1)焰色反应：Na+(黄色)、K+(紫色
(2)有色气体：Cl2(黄绿色)、NO2(红棕色)。
(3)有色固体：红色(Cu、Cu2O)；红棕色(Fe2O3)；
红褐色［Fe(OH)3］蓝色［Cu(OH)2］；
黑色(CuO、FeO、FeS、Fe3O4)；淡黄色(S、Na2O2、AgBr)。
(4)有色液体或溶液：溴水(橙色)Cu2+(蓝色)、Fe2+(浅绿色)、Fe3+(黄色)、MnO4

- (紫
红色)、Fe(SCN)3(红色)。

(5)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气体：NH3、SO2、HC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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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反应
(1)同一元素的气态氢化物和气态氧化物反应，生成该元素的单质

和水，该元素可能是硫或氮。
(2)同一元素的气态氢化物和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发生化合

反应，生成盐的元素一定是氮。
(3)既能与酸反应，又能与碱反应的物质可能是Al、Al2O3、

Al(OH)3、弱酸的铵盐、弱酸的酸式盐等。
(4)既能与强酸反应放出气体，又能与强碱反应放出气体的常见物

质有铝、弱酸的铵盐(如碳酸铵、碳酸氢铵、亚硫酸铵、硫化铵等)。
(5)与水接触放出气体的常见物质有Li、Na、K、Na2O2。
(6)A物质加到B物质中，先生成沉淀，后沉淀又溶解，A、B可能

分别是
①CO2(SO2)、Ca(OH)2；②NaOH、铝盐；③HCl、NaAl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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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的实验现象
(1)H2在Cl2中燃烧呈苍白色火焰。
(2)Cl2通入含Br-的溶液中，会出现橙色，加入有机溶剂，在有机

溶剂层出现橙红色；Cl2通入含有I-的溶液中，会出现深黄色，加入有
机溶剂，在有机溶剂层出现紫红色。

(3)遇SCN-显红色或遇OH-生成红褐色沉淀的离子是Fe3+。
(4)遇BaCl2溶液生成不溶于稀硝酸的白色沉淀，则溶液中可能含

有Ag+或SO4
2-或SO3

2-。
(5)遇过量HCl生成白色沉淀，则溶液中可能含有Ag+或SiO3

2-。
(6)使品红溶液褪色的气体可能是Cl2或SO2，但将褪色后的液体加

热又复原的是SO2。
(7)淀粉遇碘显蓝色。
(8)实验现象为：白色沉淀→灰绿色→红褐色的转化一定是：

Fe(OH)2→Fe(O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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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重实验结合

知识实验化，实验定量化

3.3.4：重工业生产结合
善于关注生产、生活中化学现象和化学问题，特别要关

注化学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是整
个必修内容的总结和化学知识的综合利用。同时善于引导
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化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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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质结构题（选考）
4.1、重点和热点分析

原子核外电子的能级分布和排布原理，元素原子核外价电子的电子排布式和轨道
表达式。

电离能；电负性的概念及应用；共价键的类型（σ键和π键）；配位键。
键能、键长、键角及其应用；杂化轨道类型（sp、sp2、sp3）。
范德华力；氢键 ；晶体的类型；晶格能； 晶胞；晶体的相关计算。

4.2、对物质结构题（选考）复习的备考建议

4.2.1、物质结构类知识与一般的化学知识相比，主要以“静态”知识为主，涉及的变化较少，

知识点少，相对容易掌握；

4.2.2、教学中应紧紧把握物质结构的三个层次（电子排布、键和晶体结构），其中化学键中的σ

键、π键的形成尤为抽象，需要深入讲解；晶体结构中原子个数的计算需要重点强调；

4.2.3、利用晶体结构解释物理、化学现象属于难以把握的知识点，需要平时不断积累素材教会学

生分析，而非死记硬背；

4.2.4、该类型题目较其他选做题容易把握、书写量少、得分率高，建议有目的地加强这方面的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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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机化学（选考题）

5.1、考查重点和热点分析
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含量、相对分子质量确定有机化合物的分子

式；
确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如质谱、红外光谱、

核磁共振氢谱等）；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不包括手性异构体）；
机化合物的简单命名。烷、烯、炔和芳香烃的结构与性质。 卤代烃、
醇、酚、醛、羧酸、酯的结构与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 烃
类及衍生物的合成及重要应用。 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路线的设计。 糖类、
氨基酸和蛋白质的组成、结构特点、主要化学性质及在生命过程中的
作用。识别高分子的链节和单体；加聚反应和缩聚反应；合成高分子
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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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有机化学（选考题）备考建议
5.2.1、加强规范性训练
关于有机物书写规范的教学，历年来都是高考中失分的重点（甚至全国化学冬令

营竞赛也是失分重点），需要着重关注。例如近几年年考生失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1聚合物端基位置的问题
1.2书写C，但是没补足H的问题
1.3键线式多C、少C的问题
1.4左端书写COOH、OH基团的规范性问题

5.2.2、加强多元羧酸、醇、醛酮、酯的命名训练，特别注 意官能团含C的情况，
包括主链C数目、官能团位置等。
5.2.3、加强聚合物书写规范训练，特别注意端基书写及方括号位置的训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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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有机化学（选考题）备考建议

5.2.4、加强迁移能力的训练。
5.2.4.1有机合成线路向来注重迁移能力的考查。
5.2.4.2多步合成线路将成为训练的重点。
5.2.4.3迁移能力的培养应建立在官能团特征反应的基础之上。并
且多注重一些中学未接触到的反应。
5.2.4.4学会用各种方式（不要局限方程式）表达合成路线
5.2.4.5合成路线一定是多步合成，不要将多步写在一步里。
5.2.5、聚合物书写规范。特别注意端基书写及方括号位置的训练
规范。

考生失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2.5.1端基书写错误

5.2.5.2方括号位置错误

5.2.5.3聚合物不写 n 或n 位置错误



• 六、2020年理科综合怎么考？
• “四翼”：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 1、认真领会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化学科秘书单旭峰对2017年理综化学考纲修订的解读

• 2、认真研究教育部考试中心对2018、2019年试题的数据分析和评价

• 3、认真研究2019年的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

• 4、研究《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它是命题、评价指南，但不代替考纲。

• “四翼”考查通过真实情景来实现的，化学科真实情景有：日常生活情景、生产环境情

景、学术探索情景、实验探究情景、化学史料情景和科技成果情景等等。



七、精讲精练，重效率

• 1、学科主干知识。
• 2、必考点、常考点、热点内容。
• 3、重点、难点内容
• 4、近5年的高考真题，练3遍。
• 5、近三年的创新题
• 6、确定选考内容，苦练选考题
• 7、易错题、常错题



第三部分 科学备考 讲方法



第三部分 科学备考 讲方法

八、复习方法（襄阳经验）：

四轮复习，滚动前进。 → 由零到整，步步提升。

以校为本，标高适度。→  重视实验，抓住细节。

落实基础，能力关键。 →  题型练习，严控时间。

精讲精练，强化规范。 →  应考技能，天天要练。



坚持四轮复习法，循序渐进有计划
第一轮复习：

从2019年8月到2020年2月25日结束，基本上按章节复习，叫做“知
识巩固篇”。立足课本，强化基础。按考纲要求，考点全覆盖，重基础
知识、不要偏难、偏怪，可结合工业新工艺、最新科技、大学教材、传
统文化、化学史适当拓展。用80%的时间抓80%的分数。
第二轮复习：

3月初至4月底（专题复习，每周两个专题)，叫“专题训练篇”。专
题训练，提升能力。加强主干知识、高考热点知识的训练。适当练练难
度大一点的题目，用20%的时间夺20%的难题（创新题）分数。
第三轮复习：

5月初至5月28日叫“综合应考篇”。模拟高考，实战演练。 应试能
力要提高，面对考题心不慌；核心知识要强化、规范答题必须抓。30%
核心考点，占80%的分数。
第四轮复习：

5月底至6月5日，叫心态调整篇。跳出题海，回归课本。回扣课本，
查漏补缺；自学自练，勤思好记；调整心态，迎战高考。



细则
规范

九、规范答题常练习，评分细则要牢记

1、近两年国家评分标准
2、2018年高考理综化学评分细则
3、2019年高考理综化学评分细则

2020科学备考资料/2018年高考化学I卷阅卷评分细则（整理，内部交流，勿传网上）.doc


应试
技巧

十、应试技巧，得分法宝

应试技巧要牢记，

走出考场不后悔。



应试
技巧

10.1、答题顺序要熟记，灵活运用是关键：

理综高考试卷，各科选择题和非选择题的安排是经过命题专家慎

重考虑的，是符合人类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思维规律，考虑到学

生答题习惯和三科答题情况而安排的：

我们的对策：

（1） 由前到后，由易到难，适当跳跃。关键是遇到难题“适当跳

跃”要把握得当。先做选择题，再做选考题（整体偏易），最后做非

选择题中的必考题（整体偏难）。因人而异，灵活掌握。



10.2、时间控制最重要，掌握恰当心不慌：

不同的科目、时间分配各不相同，但一定要给后面的题目留足时间，还要留5分钟

左右时间检查全部试卷。

（1）以优生为例：先做选择题（50分钟左右），再做选考题（30分钟左右），最

后做必考题（70分钟左右）。因人而异，灵活掌握。

（2）理化生三科，不管先做哪一科，控制各科答题时间最重要：

生物40分钟（其中1-6题10分钟，29-32题20分钟，37-38题10分钟

化学50分钟（其中7-13题15分钟，26-28题25分钟，35-36题10分钟）；

物理60分钟（其中14-21题大约20分钟，22-25题30分钟，33-34题10分钟）；



10.3、答题原则要牢记，1分1分进“粮仓”：

36字答题“真经”：

慎做“会”，求全对。稳做“中档题”，1分不浪费。难题要争取，舍去全不会。

检查很重要，考完不后悔。
9.4、最后时间是个宝，合理利用最重要：

考试快要结束了，如果还有几道题没做出来，时间不够怎么办？

这时应采取：

先“客”后“主”，

先“多”后“少”，

先“易”后“难”。

最后检查已做好的题目，保证答题填涂正确，减少粗心、马虎丢分。



十一、励志教育，重自信

• 案例：一个考生复读一年，高考分数由241分提升到630分是怎
么做到的？

• 陈明星，襄阳市枣阳人，1995年以优异成绩被湖北省最有名的高
中录取，1998年高考成绩241分，回襄阳五中复读10个月，
1999年高考成绩630分。故事很传奇......

时间 语文 数学 英语 理综 总分
1998 52 22 92 75 241
1999 119 126 131 254 630



结束
寄语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限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请多

包涵！ 感谢您的聆听！

祝您2020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