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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要具备“抢分”意识
■ 本报记者 张翼

高考近在眼前，如何利用临考前的这段时间，给自己高考的成功添加砝码，这是每位考生都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记
者日前采访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化学备课组组长李昭侠，并整理出有关复习建议，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一段时间，考生
们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一、查漏补缺
考生对学科知识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网络结构，

但肯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之处，要尽快找出并
找准自己的不足，落实基本考点，切实提升能力。

有两种方法可以借鉴：一是对照教材的目录，逐
条落实，检查自己哪一部分知识点还不熟悉或不扎
实，重点记忆和理解；二是浏览一下近几年高考试题
分析，并通过选做例题，找点做题技巧，发现自己相
关知识的不足，并立即解决。

二、重视实验复习
近年来，化学实验已成为高考中的重头戏，也是

高考当中拉开分差的主要战场。
高考实验是有一定综合性的，但并不是空穴来

风，也不是高不可攀，只是把教材上的基本实验进行
一下简单的综合，一般涉及的都是基础实验。

建议大家熟悉教材重点化学实验。将实验从原
理、药品、仪器、操作以及讨论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
思索，把整个看教材实验的过程当成自我模拟实验
的过程，这样会提高化学实验的复习效率。

最好是与近期考题相结合，捋清思路，找出考点
和规律。将常见基本操作进行汇总、梳理与记忆，形
成用语的学科化和规范化。化学实验中操作的规范
性、分析数据的准确性和实验数据的科学性等方面，

都要通过规范化的语言来表达。基本操作一定要表
述准确，用词得当，言简意赅，避免不必要的扣分。

三、每天适量做题
在考前这几天里，要不要做练习，是许多同学比

较关注的问题。
化学作为理科，肯定是应该做题。只有不断地

练习，考试时才不会生疏。但这段时间不能钻难题，
而应做点难度适中的基础题，或课本中的例题，高考
前，坚持每日一练，必定是有好处的。

不少考生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会而不对，对而不
全。

避免这种状态的重要措施，就是每天认真做几
道题。做题是为了保持状态。高考时每道题的答题
时间较短，一题的平均做题时间就是几分钟，所以每
天保持很好的训练过程，表述过程，对考场临场发挥
有很好帮助。

所以，每天适量做题很有必要，认认真真把推导
过程都做一遍，该计算的部分一定要算出来，不能因
此而丢分。

四、要有“抢分”意识
高考本身是选拔性考试，不可能每道题都会

做。同学们心里应该有个谱，自己大概在哪个档
上，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了，也就是胜利了。

不要妄自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否则只会平添压力。
没有必要被所谓的难题所吓倒。应该拿下的题一定
要拿下；能拿到的分先拿到；该得的分一定要“抢
到”。

化学考试的拉分差距主要在二卷。实际上各大
题的难度可能是起起落落，是波动状态，不一定是
由易到难的，所以有可能前面的几大题很有难度，有
些同学会找不到解题的思路。

对于这种情况，同学们要培养自身的考试临场
感觉——有思路了，就把题目拿下；遇到几分钟都找
不到思路、看着很茫然的题目，就先放一放，先把能
解决的题目赶紧解决。

所以，至少应该分两次完成试卷：第一次，把自
己应该能够拿下的题目高质量完成；第二次，开始进
攻之前没有答出的题目。实际上，化学考试中的四
道大题，每道大题的难度都是有区分的，题目之间的
难度也是有梯度的，所以要快速做出判断。

五、选择题一定要“稳”
化学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时间上并不是特别

宽裕。所以，做选择题最好一遍做对， 不要等着
后面来检查，因为没有时间。心中一开始选择的答
案，先不要急着写，再斟酌一下， 最后再落笔。
选择题一定要稳，时间稍微长一点没关系，要确保
稳定拿分。

2023 年高考临近，笔者发现
部分考生对于政治学科主观题
的解答缺少思路，严重影响了主
观题的得分。应当合理运用科
学的思维方法，有效整合学科相
关知识，运用学科相关能力，高
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本文以“例题分析和答案生
成”的展示过程，培养考生快速高
效作答的能力。

【例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强国必先
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立足国
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
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
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
业强国。

建设农业强国，离不开农业
科技支撑。近十年来，我国农业
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科技
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
重要的驱动力。源头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作物基因组学等基础研
究世界领先，培育了以超级稻、节
水抗旱小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品
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
力显著提高。先进农机研发推广
加快，200 马力级拖拉机实现量
产，玉米籽粒机收新品种及配套
技术大面积推广，油菜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9%。基层农
技推广服务体系不断健全，7万多
个全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在技

术推广、病虫害防控、防灾减灾等
公共服务和培育高素质农民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国将
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提升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的《经济
与社会》的知识，说明农业科技创
新对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意义。
(8分)

【解题步骤】此题的解答，可
以分为“四步走”。

第一步，审设问，明确解题思
路。从设问类型与思维模型来
看，该问为“收敛性”意义类设问，
即关系论证或价值分析。笔者在
做题过程中把“农业科技创新”当
成A，把“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当
成 B，答 题 的 思 路 是 A 对 B 的
意义。根据政治学科考察的学
科素养，结合材料，“农业科技创
新——事项A·客体”在材料中是
如何体现的，这里考察对材料中

“有效信息的发掘、提炼、概括和运
用”的能力，要有意识地在材料中
进行事实归纳形成A1、A2···Ax，
即“通过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农业
科技创新的”；“我国建设农业强
国——事项B·主体”需要哪些条
件B1、B2···Bx；事项A与事项B
之间如何分析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二步，构建答案整体框架，
“A 通过 Ax+理论阐释+有利于
Bx+从而实现B”，其中“Ax”是对
材料的概括和总结（是什么的层
面，材料中是如何进行农业科技
创新的），“理论阐释——有利于

B1-x”是意义（为什么的层面），
形成答案的“三句式”的整体框
架，“农机科技创新通过……，有
利于……，从而实现 B”，指导考
生快速整理答案，缩短答题时间，
提高答题效率和正确率。

第三步，逆向分析“建设农业
强国”需要哪些条件，或从哪些方
面入手。结合材料，逐段、逐句分
析，尤其重视标点符号的作用。
依据材料第 1 段（可看成是试题
提供了新知识，要求先学后用），

“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供给保障
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
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B1-Bx）；
正向、具体分析材料第 2段，主要
从“源头创新能力提升”“先进农
机研发推广加快”“基层农技推广
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三个方面介
绍了“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成
效，对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
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分别具有哪
些作用（Ax+理论阐释+有利于
Bx)。根据这个思路，快速打出草
稿或者在材料中直接圈出关键

词，尤其重视材料中的“动词”和
“宾语”。

第四步，整合分析过程，确
定答题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本
题答案需要采用“分-总”结构进
行表述，即是分析基础上的综合
的思维方法的展现（形式），也是
对目标中“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
强”这一信息的照应（内容）。

【答案要点】①通过提升源头
创新能力，有利于农作物良种培
育和推广，提高农产品质量，建设
供给保障强的农业强国（2 分）。
②通过研发推广先进农机，有利
于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
和农业生产效率,建设科
技装备强的农业强国。（2
分）③通过健全农技服务
体系，为农民提供技术，防
病防灾等社会化服务，建
设经营体系强的农业强
国。（2分）④农业科技创新
有利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建设产业韧性强、竞争
能力强的农业强国。（2分）

在 答 案 的 组 织 过 程

中，要从问题入手，寻找问题的内
在逻辑，真正回答问题，而不是想
我曾经做过什么类似的题目，如
果带着这样的想法，在考场限定
的时间内，难以真正回答问题，也
得不到高分。考生要借助平时的
练习题，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一段
时间里，研究试题的答案构成，训
练自己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和逻
辑思维的能力，形成解决问题的
思路，而不是套路。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茅以升中学
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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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学习 带得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