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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复习旨在完善并巩固必备知识，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系统化与条理化，而二轮复习是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的关键能力进行再提升。鉴于此，关于二轮复习备考，教师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  深入理解课程标准  开展主题单元复习

新高考已从依据考试大纲命题转变为依据课程标准命题，这一变化标志着“以考定教”已转向为“以

标定教” “以标定考”。 具体来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本文中简称“课程标

准”）中新增了超分子内容，且在各版本化学选择性必修2教材中有较大篇幅介绍了冠醚、DNA、磷脂双分子

层、分子梭以及叶绿素等超分子。在此指导下，2024年多地高考中考查了超分子，通过让学生全面了解结

构研究对发现、制备新物质的作用，体现化学学科的价值。高考不断强化教考衔接，不仅在考查内容层面

与课程标准、新教材紧密衔接，更在能力、素养层面深度契合。在二轮复习中开展主题单元教学是落实课

程标准理念的重要抓手，建议教师通过深度理解课程标准，整体规划二轮复习备考目标，创设基于真实情

境的大任务，开展问题解决式学习，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二  突出模型建构  加强模块间的融合

近年来高考化学试题已探索将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等模块内容进行综合考查，要求学生

融会贯通。因此，高三二轮复习教学中需注重模块间的融合，以便学生能全面把握复杂问题。在“化学电

源”的单元复习中可探索对物质结构、有机化学、电化学等的全方位融合，深度体会“结构决定性质”的化

学观念。例如，探究电极材料在嵌入和脱嵌过程中晶胞结构的变化、电极材料在催化剂选择性不同时的

机理分析、陌生有机物在电化学合成中结构变化的原理分析、电解质溶液中的作用力及微粒结构分析、不

同固态电解质中Li+迁移速率的差异分析等。在二轮复习阶段将物质结构与性质、化学反应原理等融入复

习，有助于知识的结构化，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从而突破思维的瓶颈，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三  重视题型训练  提高训练的针对性

高三教师需认真研读高考化学试题分析或评价报告，依据真题总体评价、考查意图分析、答题情况

分析及错因分析，有针对性地调整二轮复习计划与训练的方向。从二轮复习开始，虽然日常训练的综合

性与创新性的比重在加大，但是这并不代表通过“机械刷题”可以实现思维训练，反而可能会造成思维固

化，无法契合新高考中情境化试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二轮复习中选择与编制试题时，要充分考虑试题

的难度与能力要求，准确把握知识与能力考查的关系，设计试题不回避经典考题，重视考查内容与课程标

准要求的一致性，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及答题情况，引导学生在陌生情境中提取有效信息、运用所学知识

理解并解决化学问题，课堂中多给学生思维外显的机会，引导学生精准答题和规范表达，以评价引领二轮

复习教学方向。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在二轮复习中，教师要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备考，制订科学的复习计划。同时，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不断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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