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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国I卷理综生物试题难度适中，稳重
而灵活。选择题较易，非选择题综合性较强，选修题
往往与必修内容相综合。试卷不强调知识的覆盖面，
而是注重对考生理解能力、实验探究能力等考纲中要
求的能力结构的考查，充分体现考查学生生物学素养
的命题理念。

二轮复习是学生考前知识升华和应试能力再提
升的黄金阶段，科学备考至关重要。主要强调四个方
面：

1、对照《考纲》，回归教材，查漏补缺，夯实双基，

强调对知识间联系的理解分析；
2、抓住“代谢-遗传-调节-生态”四大主干知识，

查找知识漏洞和能力结构的不足，进行精准训练；
3、提升实验探究能力，梳理教材实验，总结实验

的原理和方法，领悟实验的基本原则和实验思想，利
用高考题等素材研究探究性试题的解题思路；

4、注意审题-解题-答题的规范性，进行关键词
句、图表、数据等重要信息的挖掘和转换，联系教材知
识并运用规范的生物学术语、概念和原理等进行分析
作答。

在化学学科，后期冲刺还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挥，
具体做法如下：

1、吃透教材，落实考纲。钻研《考试大纲》，按
《考试大纲》要求复习备考，把握要求，明确方向。同
时要把《考试大纲》与高考试题、教材、练习相结合，
重在发现高考内容的必考点，把握领会高考试题的特
点和变化规律，注意今年高考命题的可能趋势，增强
备考的目的性。

2、建立知识网络，注重学科内综合。学习中要
根据每个章节建立简明的知识网络，然后可以将历届
高三经典试题进行归类、分析和研究，找出其特点和
规律，然后进行研习。在对各专题进行学习时要尽可
能从各个侧面去展开，做到分析透彻，真正把握解题
技巧和规律。

3、精准练习，提高做题效果。选题要精，不能贪
多，不能偏爱难题，要在选题过程中，注重试题的新颖
性、梯度性、适度性、针对性和创新性，历年高考试题
均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选题素材。需要注意的是要
养成严谨规范的良好做题习惯，注重一题多解、一题
多变，反思过程、形成能力。4月份以专题卷为主，每
周做二三套综合卷即可，5 月份以综合卷为主，既有
化学单科 45 分钟限时训练，又要有理综合卷限时训
练，同时做好常见易错点的重点突破。

4、认真查漏补缺。要认真研读课本的有关内
容，结合复习弄清、弄懂每一个知识点。认真研读课
本要有效果，要有效率。可以按照循环默写、同学互
问等形式逐一检查，若遇到不懂之处，再通过查阅课
本来解决。

5、选择题突破策略与建议
⑴指导思想要明确。要确立“得选择题者得天

下”的复习指导思想。要针对化学试题选择题相对稳
定的特点，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观点，基本
方法”作为化学选择题备考的“四个基本点”。主要做

中等题，狠抓基本分层面。
⑵巩固基础，提高能力。①依纲，突出重点：物质

结构、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化学平衡、元素化合物
知识、电化学、化学实验、化学计算在选择题上是主要
呈现方式。②扣本，有效处理教材。对一些分散在不
同模块的知识点，既要依据教材又要打破模块界限，进
行联想和发散思维，充分运用《化学反应原理》、《物质
结构与性质》等理论知识来理解物质性质及其反应规
律，并将相关的概念、实验和计算融入其中，使所学知
识融会贯通，形成有内在联系的知识网络。

⑶常见错因分析。①审题不仔细：（ⅰ.不注意量
变要求——离子方程式书写的常见错误，ⅱ.不注意
试题要求——如：“一定”与“可能”、“错误”或“不正
确”）；②基础不扎实；③思考不全面；④思维不灵敏；
⑤运算无方法；⑥信息找不准；⑦知识不会迁移；⑧时
间安排不合理。

⑷拓展解题思路。①抓重点原理和规律回顾，
如：元素守恒原则、氧化还原反应、电子得失守恒、化
学平衡、物质结构原理、有机反应中断键成键、官能团
转变的一般规律。②抓练后反思，如：一题多解或多
题一解；善于分析和仔细把握题中的隐含信息，灵活
应用简单方法。

⑸抓有效训练。把握四个原则：把质量放在第一
位，把数量降下来，把分数提上来，把效益争出来。聚
焦“四点”：突出重点、强化弱点、化解疑点、扫除盲
点。加强读题、审题和信息处理能力的训练、加强解
题思维方法和思路的整理和训练、加强应试水平和心
理调节。

6、非选择题突破策略与建议
⑴强化读题、审题训练，形成信息素养。
⑵严格规范性训练，降低失误失分；提高表达能

力，减少无谓失分。
⑶要反复纠错。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以及一轮复习的推进，
学生们对高中物理的知识体系有了一定的认
识，但所学知识往往是片面的、杂乱无章的、不
系统。鉴于这点，高三物理后期的复习是一项
必不可少的相当重要的一环。其进行方式，有
以专题为主的，有以条、块为主的，但不管以什
么方式为主，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足够的
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高三物理后期的复习工
作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立足考纲，吃透教材。今年我们安徽省
使用全国卷，这与我们前几年使用的安徽卷还
是有较大的差距，建议同学们在后期要做好两
件事情，第一是做好今年考试说明中的题型示
例，第二是认真做好最近几年的全国卷。

2、切实提高计算能力。全国卷和我们安徽
卷相比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对学生的计算能力要
求更高，而这点是我们当前高三学生的弱项，所
以在高三复习的后期同学们应该静下心来，切
实提高计算能力。

3、加强对实验题的复习。实验题历来都是
我们同学最易失分的，其实不是因为实验题难
度大，主要是由于我们平时对实验题不够重视，
在后期只要认真读懂教材中的实验，再加以适
当的训练是完全可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4、关于选修部分的复习。由于目前的选考
模式，在三个模块中选考一个模块，这就意味着
命题者要做到三个模块的题目等分等值，所以
难度不是太大，从前几年的题目可以看出，只要
大家认真把教材看透，问题都不会太大，尤其是
对一些物理基础不太好的同学，这部分内容最
容易提高的。

5、规范解题步骤。从近几年物理练习和高
考物理解题失误情况来看，一些学生在这方面
注意不够，仅仅满足于练习的多少，满足于练习
结果的求得。他们把物理问题数学化，忘记了

“解答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的基本要求
……没有写出重要的物理依据，而是直接代数
值计算。所以高三物理复习就必须强调解题步
骤的规范化，让学生形成习惯，掌握规范化解题
的基本要求。

6、训练提高解题速度。高三物理后期复习
应在提高学生做题速度上下功夫。为了提高物
理解题的效率，头脑中要有速度意识，争取提高
解题速度。强调定时、定量的练习，不但是适应
高考的需要，也是学生能力提高的需要。

总之，我们在后期复习中，应该在老师的指
导下，科学地安排内容和进度，要关注全国卷的
特点，不要太敏感由安徽卷到全国卷的转换，我
们的对策是踏实教学，练好基本功 ，高考命题过
程很难把握，有时为了考点分布，有时为了平衡
难度，有时为了体现某种理念，也不要过多迷信
所谓的原创试题 ，由于中学教师编制试题或筛
选试题的水平与高考命题水平差距甚远，以致
平时教学的训练和模拟考试难以达到预期效
果，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充分利用近年高考试
题进行训练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化学：建立知识网络，注重学科内综合
□合肥一中 谢月平

生物：强调对知识间联系的理解分析
□合肥一中 许年历

物理：
充分利用近年高考
试题训练
□合肥一中 王世权

化学：吃透教材找准必考点
物理：多做试题强化计算力

4月只剩十来天时间，一年一度的高考复习
又到紧张冲刺阶段。为了帮助考生复习迎考，本
报特意邀请合肥一中各科名师为考生传授后期复
习“赢考秘籍”，每周一期，并分批推出。本期是合
肥一中老师就化学、物理、生物三门学科给考生支
招，希望对考生复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