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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化 学学

精准复习，高效备考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正高级教师 庞艳丽

初三考生即将迎来一模考试，在冲刺阶段，如何合理备考，让复习更科学、

高效？为此，笔者给同学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明确目标 计划精准
首先，考生要通过往年学考试卷，了解初中

化学学考的考查方向，并通过诊测认识自己的主

要问题，如基础知识存在盲点、解题方法不足、答

题不规范等，明确复习方向后，可以提高复习的

针对性。

其次，考生要根据自己的学情，结合诊测出

的问题，科学制订复习计划，合理分配时间，重点

解决问题，确保复习有序、高效。

系统梳理 知识精准
化学知识繁复，但只有具备精准的基础知识，考

生才能更加熟练、灵活地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因此，

对于诊测出的基础知识方面的问题，建议考生能从

化学视角进行系统化、结构化的梳理，建构知识间的

关联。如化学是研究物质性质、组成、结构与变化规

律的科学，在复习阶段，考生可以选取核心物质进行

相关内容的梳理，帮助学生从宏观、微观、符号三维

系统认识物质。

专题练习 方法精准
针对化学学考中的题型以及考生自己诊测出的

问题，考生还可以采用小专题练习的方式，通过一定

量的题目练习，探寻审题、解题、答题的方法，归纳总

结解题技巧，提高解题能力和速度。如近几年化学

学考的科普阅读理解题中，常有依据表格或图像获

得结论或证据的题目，考生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常常

不能灵活利用题目所给信息，应用规范的语言精准

且科学地表达。在复习中，考生可以先进行此类题

的搜集整理，然后进行横向对比，关注此类题呈现的

方式、有效信息出现的位置、设问的要求等，再借助

标准答案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归纳出阅读表格、图像

的方法，以及如何从中提取出与答案相关的要素，最

终形成解决这类题型的方法。以2018年、2021年两

道初中学考题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审题的关注点

以及答题的内容要素。因此，建议考生可以针对自

己的问题点，利用好各区往年的模拟试题，做好小专

题的针对性练习。

建构认知 思维精准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考题在

学考中所占比例较大，尤其是在基本实验及原理分

析和科学探究两类题型中，重点考查考生运用比较、

分析、综合、归纳等科学方法，基于实验事实进行证

据推理，设计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考生来说，

有一定难度。针对此类题型，建议考生在复习中，建

构认知的思维模型，形成科学思维方法，使思维逐渐

变得严谨有序。

以基本实验复习为例。绝大部分化学实验是由

五个基本要素组成，它们的关系如下。

考生在进行实验复习时，要有意识地从以上五

个方面进行有序的思维梳理。在梳理时，考生要明

确实验的研究目的，为什么这么设计方案（即实验原

理），怎 么 做 的 ？

获得了什么现象

或数据，依据获得

的现象和数据为

什么可以得出该

实验结论，从而回

应研究目的。通

过这样的梳理，可

以帮助考生进行

理性分析、逻辑推

理，逐步建立有效迁移，使解决问题的思维清晰精

准，使知识方法的应用灵活多变，也能避免模式化地

答题。

定时模考 策略精准
在复习时，为了诊测阶段性的复习成效，建议

考生定期进行模拟考试，如选择往年学考题或模

拟题，按照学考时间进行定时检测。通过模考检

查复习效果，增强考试信心。同时，考生也要重

视对错题的梳理与反思，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复

习策略。

题目内容 标准答案

常温下，在实验研
究pH范围内，随着
pH升高，溶液中溶
氧量先增大后减小

在实验研究的压强
范围内，压强相同
时，600℃制备的碳
气凝胶对CO2的选
择性吸附性能最好

关键信息获取

实验条件（文字）、研究
范围（图像起始点）、回
答实验目的的研究内
容（图像中看趋势）

研究范围（图像起始
点）、控制变量（多个变
量时）、回答实验目的
研究内容（图像中比
大小）

力学和电学是初中物理两

大模块，在初中学考中几乎占

总分的 80%。而很多同学认为

电学比力学更难学，究其原因

是因为电学中的很多概念看不

见、摸不着，具有抽象性。物理

源自生活，不论是力学还是电

学，都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只

是同学们对电学接触较少，抽

象感便增加了。日常生活中，

灯泡坏了可能是发生了短路或

者断路，需要用到电学知识判

断；扶梯、电子秤等器材的工作

原理更是合理地应用了动态电

路。现在的试题追求将物理知

识融入生活，因此，分析清楚其

工作原理尤为重要。

电路动态分析是初中物理

的一个重难点，是对电流、电

压、电阻、欧姆定律以及电功率

等知识的深入应用，具有较强

的综合性。此问题主要分为三

种类型：“滑动变阻器引起的动

态变化”“开关引起的动态变

化”和“敏感电阻变化引起的动

态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所有类型的动态分析，其本质

都是相同的。因此，考生在分

析此类型题时，其基本思想和

解题思路是相同的，下面笔者

将以 2023 年海淀区一模第 8 题

为例，带同学们一起进行动态

分析。

（2023 年海淀一模单选）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

电压恒定，R0是定值电阻，R是

用石墨烯制成的湿敏电阻，其

特点是阻值会随着其周围环境

含水量的升高而增大。闭合开

关 S，当R周围环境含水量升高

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B.电压表的示数不变

C.电路的总功率变小

D.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示数

之比变小

分析：
由图可知，电阻R0和湿敏电

阻R是串联接入电路中的，其中

电压表测量湿敏电阻两端的电

压，电流表测量电路中的电流。

A：由题干可知，R周围环境

含水量升高，且湿敏电阻的特

点是阻值会随着其周围环境含

水量的升高而增大，即R的阻值

会增加，R总=R0+R会增加，而根

据欧姆定律：I =
U电

R总

可知，在电

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路中

电流减小，电流表示数变小。

B：由 A 可知，电路中的电

流变小，根据U0=I×R0可得，R0
两端的电压U0会减小，U电=U0+

U，U电不变，U变大，因此电压表

示数变大。

C：总功率：P=U电× I，由 A

可知，电路中的电流减小，U电不

变，因此总功率变小。

D：根据对 A 和 B 选项的分

析可知，电流表示数减小，而电

压表示数变大，因此电压表与

电流表的示数之比变大。

拓展：
动态电路问题就是对含有

电源、滑动变阻器、开关、电流

表和电压表等电器元件的电

路，通过改变滑动变阻器接入

电路中的阻值或开关的通断来

改变电路的连接方式，进而改

变电路中电阻、电流及电压的

大小，甚至分析电功率大小的

题型。解决此类型题的基本思

路是先明确电路中的变化量及

不变量，通常变化量为电阻，而

不变量有电源电压、定值电阻

的阻值、用电器的额定电压和

额定功率等，然后遵循思路先

局部—再整体—再局部，分析

其他量的变化情况。

情形一：串联电路中，若是

通过移动滑片来改变电路，先分

析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如何变化

（局部），得到总电阻的变化，再

根据欧姆定律：I = U
R

，分析出串

联电路中电流变化情况（整体），

根据串联分压特点（
R1
R2

=
U1
U2

），

分析出电阻两端的电压情况

（局部）。

情形二：并联电路中，根据

各支路两端电压相等的特点，

电压表的示数通常不变；再根

据各支路独立工作、互不影响

的特点，找准电流表位置，利用

欧姆定律判断电流表示数的变

化情况。

情形三：开关引起的动态

电路。首先由开关的断开或闭

合 分 析 出 总 电 阻 的 变 化（局

部）；再根据欧姆定律，由总电

阻的变化分析总电流的变化

（整体）；最后由总电流的变化，

根据欧姆定律和串并联电路中

电流、电压的规律分析各部分

电路及支路的电压、电流的变

化（局部）。

此外，将电功率加入到动

态电路分析，是电学综合的体

现。同学们要先能够熟练地分

析出电路中电阻、电流及电压

的 变 化 ，并 灵 活 应 用

P =U × I = I2 × R = U 2

R
，得出电功

率的变化情况，重点考查同学

们应用电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解决动态电路分析问题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杨春茂

物物 理理

（2021中考节选） 我国科研人员在不
同温度下制备了三种碳气凝胶样品，比较其
对CO2的选择性吸附性能，实验结果如图。
在不同压强下图中选择性值越高，表明碳气
凝胶对CO2的选择性吸附性能越好。对比图
中三条曲线，得到的实验结论是 。

（2018年中考节选） H2O2可作增氧剂。
常温下，用4%H2O2溶液进行实验，研究pH对H2O2分解所得溶液中溶氧量的影响，测定结
果如右图所示。分析右图得到的结论是 。

冲刺一模冲刺一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