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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快速把握教材和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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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0232023年试卷题型年试卷题型  （满分（满分5050分，分，44页码）页码）

  一、选择题（14小题，14分，占28%）

  二、填空题（6小题，16个空，16分，占32%）
  三、简答题（4小题，10分，占20%）
  四、综合应用题（1题，7分+3分=10分，占20%）

题量：14+6+4+1=25题

难度比例：7：2：1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1.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河南烩面，原阳大米，鲤鱼焙面，胡辣汤，
河南大枣，洛阳牡丹，叶县岩盐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4.突出能力立意、彰显理科特点

①图表、图像题增多：

22年12处，21年11处，20年10处，19年11处，18年9处，17年12处

②框图题综合性增强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4.突出能力立意、彰显理科特点

①图表、图像题增多

②框图题综合性增强

③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

二、河南中招命题特点分析



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4.突出能力立意、彰显理科特点

①图表、图像题增多

②框图题综合性增强

③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

④对多步反应的能力要求提高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4.突出能力立意、彰显理科特点

①图表、图像问题增多

②框图题综合性增强

③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

④对多步反应的能力要求提高

⑤能用微粒观解释物质的化学变化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１.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说明与检测》 

2.重视基础、突出核心知识

3.变中求新、突出地域特色

4.突出能力立意、彰显理科特点

5.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

二、河南命题特点分析及启示



19.盐酸除铁锈（Fe2O3）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
    金属铝较活泼，为什么通常铝制品却很耐腐蚀？

19.如果将该胃药中的碳酸氢钠用相同质量的碳酸镁代替，则每次用药量应 　   　
（填“增加”“减少”或“不变”）。

21.从分子的角度解释下列生活中的现象。

（1）墙内开花墙外可以闻到花香。

（2）一壶水烧开后，壶盖会被顶开。

21．化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密不可分，请回答下列问题。
（碳中和—碳产生、碳封存、碳转化、碳捕捉）
（1）我们倡导“低碳”生活，“低碳”是指哪种物质的较低量排放?

（2）铝的化学性质活泼，为什么铝制品却具有很好的抗腐蚀性能?



1.近五年选择题考点对比

“物质的变化、实验操作、水、化学与
环境、物质分类、技巧性计算”

每年考查

“营养素”“溶解度曲线”“
质量守恒定律”每年考查

（选择、填空）

“物质的组成”“物质鉴别” 
“坐标图像”“微观示意图” 

5年考查3次



2.近五年填空题考点对比

“空气，之最”“营养素”“
天然气、乙醇燃烧”

“框图推断”“技巧计算”5年
考查5次

“周期表与结构图”“燃烧和灭火” 
“陌生方程式中物质的确定

”5年考查3次

“溶液配制”
“方程式书写”
为每年考查热点



3.近五年简答考点对比

“实验室制取气体装置”
“溶液配制”稀释计算
“滤渣、滤液分析”

“微观解释”
“氢氧化钠变质”
“粗盐提纯”
“中和反应”

“工业炼铁装置”
为考查热点



4.近五年综合应用知识点对比

“酸碱盐”
 碳及碳的化合物

实验室制取气体装置的设计与评价
金属及其冶炼



第一阶段：抓住课本，夯实基础

“再现”知识网络法　归类法　比较法　联想法

第二阶段：把握重点，专题复习

 “深化”知识  “优化”方法　强化“训练”

　“主题式”专题复习 

　“按题型”专题复习 

　“热点知识”专题复习

第三阶段：针对考点，实战模拟演练 

四、二轮复习方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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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复习课的几个策略
（一）现状分析：
学生浮躁，想学又静不下心来（实验+体育+报名），学生基础

差别大，课堂较难驾驭，很能考验老师的教学水平。怎样讲课
才能吸引住学生的眼球呢？

讲什么？
讲多少？
什么时间讲？
怎样讲？
如何反馈？
如何选专题？

教研组团结合作？



（二）讲多少？讲什么？什么时间讲？

什么时间讲：不练不讲、不反馈不讲

讲多少：少讲、精讲、选讲

讲什么：重点、难点、易混点、易错点

如何反馈？→检查批改作业和试卷
作业量少、标准高，课代表给力→全批全改、抽查反馈
1.分不同班级、不同层次批改。
2.课堂上做一半，讲一半，课下做一半上交。
3.试卷人人过。
4.自习课面对面辅导。批阅“找老师”



1.老师讲----分专题讲

专题定位要准确，哪些确定为专题内容？

重点考的、有难度的、有规律和技巧的。

做一个专题完成终结者
讲一个专题要了却一个心愿，让学生在专题复习
中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三）怎样讲？



粗盐中可溶性杂质的去除:流程图

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镁、硫酸钠）

加水溶解，过量氢氧化钠

氯化钠（氯化钙、硫酸钠、氢氧化钠、水）

目的：除去氯化镁

过量氯化钡 目的：除去硫酸钠

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钡、氢氧化钠、水）

过量碳酸钠 目的：除去氯化钙和过量的氯化钡

氯化钠（碳酸钠、氢氧化钠、水）

过滤，加入过量盐酸

氯化钠（氯化氢、水）

蒸发结晶      

氯化钠晶体

目的：除去氢氧化钠和碳酸钠

目的：除去水和氯化氢



问题1：粗盐提纯过程中的反应有几个？反应类型？书写？
问题2：氢氧化钠、氯化钡和碳酸钠的加入先后顺序？
问题3：碳酸钠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4：碳酸钠能不能用碳酸钾代替？原因?

问题5：过滤后得到滤液中的溶质是？滤渣的成分是？
问题6：盐酸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7：为什么必须过滤后再加盐酸？

设计成多个问题串：

问题8：向滤液中加盐酸时反应顺序问题？图象如何画？
问题9：若盐酸加入过量，对实验结果是否造成影响？为什么？
问题10：最终得到氯化钠的质量有变化吗？
问题11：实验中涉及到的基本操作有哪些？玻璃棒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问题12：涉及到七个除杂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钠(氯化镁)、氯化钠(硫酸钠
)、氯化钠(氢氧化钠)、氯化钠(碳酸钠)、氯化钠（盐酸）、氯化钠（水）当

杂质是一种或多种时，有区别吗？
问题13：除去硫酸钠和氯化镁时，氯化钡和氢氧化钠能改用氢氧化钡吗？



（1）学科王子们讲：
   

提前指定，先讨论，有价值典型题目，有自己独特的
想法，有启发性。
（2）学生分组讲：
4-

5人一组，选好组长，招募志愿者，提前把所负责

的题目研究透，其他同学上前咨询。老师主要是调
控全班，不会的题目可以不同组别串讲等。

2.学生讲

能让学生讲的好，比自己讲的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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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研组团结合作

1.1.每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专项。分工合作，每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专项。分工合作，

学会分享，减轻任务量。学会分享，减轻任务量。

3.3.同在一个办公室几十年，而学生我们只教一年。同在一个办公室几十年，而学生我们只教一年。

相比起来，同事比学生更亲！相比起来，同事比学生更亲！

4.4.任何时候，都是全年级统一印刷试卷。任何时候，都是全年级统一印刷试卷。

对待青年老师，毫无保留，欢迎随时听课。对待青年老师，毫无保留，欢迎随时听课。
年轻老师来到我们组，幸福感都是爆棚！年轻老师来到我们组，幸福感都是爆棚！

2.2.教研气氛浓厚，经常有外校听课，相互切磋，教研气氛浓厚，经常有外校听课，相互切磋，
  提出中肯意见。提出中肯意见。



一、化学方程式 （10分左右）
1.实验室制取气体(氧气、二氧化碳）

2.有氧气参加的反应（一氧化碳、甲烷、酒精燃烧，铝）

3.金属的冶炼（一氧化碳还原）

4.氢氧化钠、氢氧化钙变质

5.金属与酸、盐溶液反应（滤渣、滤液）

6.金属氧化物与酸（稀盐酸除铁锈）

7.中和反应

8.酸碱盐之间相互反应（碳酸钠）

9.根据题中信息书写化学方程式

四、高频考点的解题突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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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实验

1.基本操作类

2.课本实验插图类

3.误差及原因分析类（溶液配制）

4.常见气体的制取和检验类

5.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类

（工业炼铁、二氧化碳的干燥、检验、吸收）

四、高频考点的解题突破技巧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28057012052006051

https://d.book118.com/928057012052006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