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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策划

顺“变”迎“新”

稳中有变、稳中出新是北京高考化

学试题的一贯风格。“稳定”是总基调总

旋律，无论是试题立意与布局，还是考

查内容与层级，乃至行文方式与风格等

皆一以贯之。“变”与“新”是一种新常

态新和弦，或情景素材新，或呈现方式

新，或设问角度新。“变”与“新”是表象，

其背后考查的依然是主干知识与核心

内容。因此，考生在考场上要做好顺

“变”迎“新”的心理准备，面对“变”与

“新”，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有“放马过

来”的强者心态，有“泰然处之”的应对

之策，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能透过

表象快速抓住问题实质。

如 2011 年高考第 26 题，题目给出

用碳酸钡这一种物质同时去除水中硫

酸根离子与钙离子的方法，而教材中

给出的是用碳酸钠和氯化钡两种沉淀

剂的方法。静心思考，同学们会发现

试题中给出的一步操作相当于是教材

中给出的两步操作的加和，虽然沉淀

剂的种类有变，但离子反应的实质没

变。再如 2019 年第 27 题，其创新了盖

斯定律的考查方式，以开放性的确定

所需热化学方程式的方式替代了以往

单纯的ΔH计算。

避“难”选“易”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要求试题具有

适当的难度以保证良好的区分度。全

卷的难度由每道试题调控，每道试题的

难度由每小问调控。由于当前试题素

材或源于科学文献，或源于生产实践，

或源于实验探究，因此当前非选择试题

都是具有真实情境的主题式试题。此

类试题按照事物的发生、发展线索展

开，各小题的难度排序并非总是由易到

难，时常出现中间小题难度最大的情

况。因此，若中间小题较难作答，同学

们就不要一味苦苦思索，牵绊时间过

长，以致最后没有时间思考或书写后面

小题，而应采取避“难”选“易”的策略，

暂时跳过此问，先行思考后面小题，或

许很快“柳暗花明”“峰回路转”。

如 2012 年的综合实验探究试题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银镜的去除方法”

的最后一问，属于特别基础的元素化合

物知识，考生或可直接写出，或迁移铜

与硝酸的反应类比写出。但在当年的

高考中，此问得分率不高，原因是很多

考生没有看到最后一问。因此，当时间

紧迫时，同学们一定要给最后一问留点

阅读作答时间。做不完试题不遗憾，看

不全试题很遗憾。

看“快”推“慢”

有机合成题的信息给予方式很特

别，既有物质合成的框图信息，又有

给出新反应的已知信息，以及设问中

的指向性或限定性信息，同学们切不

可一看到合成路线就迫不及待地进

行推断，甚至还要“一推到底”。由于

信 息 的 缺 失 ，只 根 据 框 图 信 息 的 推

断，可能难以推断或不能推断，因此

解答有机合成题要看“快”推“慢”，即

将三方面信息融合后再行推断，所谓

“磨刀不误砍柴工”。此外，试题可能

并无推出所有物质结构的要求，全部

推出实无必要。

宁“错”勿“缺”

历年高考中，都会出现有考生将答

案划掉而又没有给出新答案的试卷，其

中不乏有虽不全但正确的答案，甚至有

些完全正确的答案。因此特别提醒考

生注意，若想更改答案，务必在有新答

案后再划掉已做答案，否则暂且放置，

宁“错”勿“缺”，由评卷老师评判。

检查答题卡

监考老师发下答题卡后，同学们要

先看是不是生物试卷答题卡，再看答题

卡结构是否完整及试题排序，如第一部

分“15道选择题”的题号排列顺序（通常

是横向排列）；第二部分“6道非选择题”

是否出现漏印；题与题之间界限是否清

晰；每道题的答题范围，尤其是长句语

言数量有多少（一般用矩形虚线框表

示）等。

合理利用考前5分钟

考前 5 分钟同学们要先检查试题

排列与答题卡是否一致；了解试卷整

体结构与基本难度；快速浏览试卷或

者思考题目，非选择题或选择题均可，

要按照平时答题习惯进行，不要在高

考时突然改变答题习惯，这样会影响

答题质量。

注意答题顺序与速度

建 议 考 生 按 试 题 顺 序 作 答 ，维

持 思 路 连 贯 。 即 先 做 选 择 题 ，再 做

非 选 择 题 。 做 选 择 题 时 ，同 学 们 可

以 在 试 题 选 项 位 置 打 钩 ，不 建 议 写

选 项 字 母 ，那 样 可 能 耽 误 时 间 。 选

择 题 做 完 后 要 立 即 涂 卡 ，以 防 时 间

紧张导致涂卡错误或遗漏。非选择

题要注意答题速度，从一模、二模答

题情况来看，20 题、21 题经常出现做

不 完 的 现 象 ，这 两 道 题 不 一 定 是 最

难 的 题 ，所 以 未 完 成 的 最 大 可 能 是

做题速度慢。

合理规划答题时间

同学们要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和

掌握程度合理安排答题时间。选择

题一般用时 10 至 15 分钟，非选择题

70 分钟左右，留下 10 分钟左右检查。

细致审题 从容答题

审题是答题的第一步，也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同学们需要仔细阅读题

目，理解题目所要求的内容和考查的

知识点。在审题时，要注意抓住关键

词和限制条件，确保自己对题目要求

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同时，不要急于

答题，避免因为理解错误或遗漏关键

信息而导致失分。

仔细阅读每一道题目，重在理解

题意。即仔细阅读题目，理解题目所

要求的内容和考查的知识点等。在审

题时，要注意抓住关键词和限制条件，

确保自己对题目要求有清晰准确的认

识。同时，不要急于答题，避免因为理

解错误或遗漏关键信息而导致失分。

抓住关键信息（题眼），不要在试题

冗余信息上多花时间；审题要细，对于每

道题都要仔细阅读，确保理解题目的要

求，注意题目中的关键词，如“最”“主要”

“错误”等，这些词汇可能会影响答案。

在答选择题时，同学们可以采用排

除、对比等方法，先排除明显错误的选

项，再对比剩余选项的异同点，从而选出

正确答案。同时，要注意选项中的陷阱

和干扰项，避免被误导。有的选择题命

题具有“高起点、低落点”的特点，看似复

杂陌生的信息，有的选项设置却很简单。

区分度大的试题一般是非选择

题。同学们在做非选择题时，最好先泛

读（整体阅读），再精读。遇到难题时，

可以通过梳理“试题内在知识逻辑”，即

结构化信息帮助解答。如果一时无法

解决，可以先放下，继续做后面的题目，

待有时间再回来处理。另外，遇到难题

时，要保持稳定的情绪不要惊慌失措。

记住，难题对所有考生都是一样的。通

过这种暗示，可以确保自己的情绪稳

定，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

语言表述 科学规范

字迹要工整，保持答题卡整洁，避

免因书写错误而失分。书写清晰、规

范，答案简洁明了，注意用词准确。尽

量不用模棱两可、口语化的文字表述。

同学们要利用好草稿纸，对于需要计算

或推理的题目，可在草稿纸上进行概括

性描述；对于涉及因果分析和推理的题

目，要注重表达的清晰度和逻辑性。术

语应用方面，要尽量使用生物学术语回

答问题，注意专业术语的准确性。

检查答案 全面细致

在答题结束后，如有时间，同学们

要仔细检查答案，确保没有遗漏或错

误。保持冷静，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

因为紧张而影响答题效果。

平心静气 满怀信心

充分准备 从容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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