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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下的“高考真题”复习教学设计与实践 
——以“2018 年北京高考理综试卷第 28 题”为例 

◆李志全

（合川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合川  401520） 

摘要：“高考真题”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诊断与发展有重要的功能。依

据二轮专题复习的主题，选择相应“高考真题”作为例题，有机开展“教、

学、评”活动，同步实施，形成合力，来有效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形成和发展。初步探索出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的“真题”教学过

程的设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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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林崇德先生曾指出，核心素养的习得与养成具有过程性、整

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1]。2017 年版课标指出，核心素养是指学
生应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2]。高考就是选拔有学习潜能和创新精神的人进入高等学校
继续学习的考试，高考试题以能力测试为主导，测试考生必备知
识、关键能力和思维方法，全面检测学生的化学科学素养[3]。 

在高三二轮复习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发挥高考真题对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诊断与发展功能，使“教、学、评”活动有机结合，
同步实施，形成合力，来有效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和发展。 

因此，我在二轮专题复习教学中选用高考真题作为例题，引
导学生自主梳理必备知识，形成知识网络化、结构化，提升解决
问题的关键能力，探索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的真题教学过程的
设计与实践。 

二、教学设计 
从全国理综试题非选择题来看，高考试题呈现出了情境、问

题、知识和素养四大要素，其定位和相互关系如下图 1. 

在二轮复习教学中，我紧扣专题主题，精选相应的高考真题，
抓住高考试题呈现的情境、问题、知识、核心素养，充分发挥“教、
学、评”活动的功能，构建如下图 2 所示的“七步教学法”，使
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地生根。 

三、教学过程的实施 
现以实验专题中“探究实验的设计与评价”为主题，选择

2018 年北京高考理综试卷第 28 题（2）为例开展“七步教学法”
设计的实践。 

【例】28．实验小组制备高铁酸钾（K2FeO4）并探究其性质。 
资料：K2FeO4 为紫色固体，微溶于 KOH 溶液；具有强氧化

性，在酸性或中性溶液中快速产生 O2，在碱性溶液中较稳定。 
（1）…… 
（2）探究 K2FeO4 的性质

①取 C 中紫色溶液，加入稀硫酸，产生黄绿色气体，得溶液
a，经检验气体中含有 Cl2。为证明是否 K2FeO4 氧化了 Cl－而产
生 Cl2，设计以下方案： 
方案Ⅰ 取少量 a，滴加 KSCN 溶液至过量，溶液呈红色。 
方案Ⅱ 用 KOH 溶液充分洗涤 C 中所得固体，再用 KOH 溶液

将 K2FeO4 溶出，得到紫色溶液 b。取少量 b，滴加盐
酸，有 Cl2 产生。 

Ⅰ．由方案Ⅰ中溶液变红可知 a 中含有______离子，但该离
子的产生不能判断一定是 K2FeO4 将 Cl－氧化，还可能由_________
产生（用方程式表示）。 

Ⅱ．方案Ⅱ可证明 K2FeO4 氧化了 Cl－。用 KOH 溶液洗涤的
目的是。 

②根据 K2FeO4的制备实验得出：氧化性 Cl2_____ -2eO+F （填“＞”

或“＜”），而方案Ⅱ实验表明，Cl2 和 -2eO+F 的氧化性强弱关系相反，

原因是________。 

③资料表明，酸性溶液中的氧化性
-2eO+F ＞ －

4MnO ，验证实验如

下：将溶液 b 滴入 MnSO4 和足量 H2SO4 的混合溶液中，振荡后溶

液呈浅紫色，该现象能否证明氧化性
-2eO+F ＞ －

4MnO 。若能，请说明

理 由 ； 若 不 能 ， 进 一 步 设 计 实 验 方 案 。 理 由 或 方 案 ：

________________。 

让学生认识实验探究试题中探究过程、方案设计、操作和现
象等的呈现形式，学会从阅读情境中提炼、运用相关信息，根据
问题建立与情境间的联系，能综合运用知识评价方案的优劣、辨
析不同实验条件对物质性质的影响、对实验中的“异常”现象和
已有结论进行反思、提出质疑和新的设想，并进一步改进实验等，
掌握“探究实验的设计与评价”一类题型的解题方法和策略，提
升学生的“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证据推理与模
型认知”和“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第一步：定时限量，自主训练。 
【教师】请同学们做自主练习，时间 7 分钟。教师巡视，掌

握学情。 
【学生】练习：2018 年北京高考理综试卷第 28 题。 
设计意图：给学生定时限量，让学生在单位时间内独立完成

试题的解答，为学生解决真实情境下的化学问题提供素养表现的
机会：一是训练学生快速阅读、精读等能力，培养学生在短暂时
间内能抓住关键字词句；二是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快速链接
已学知识，整合题目有用信息的能力；三是训练学生独立分析、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对试题的感
知力、思考力和洞察力。 

教师围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评价目标，巡视学生做题情况，
掌握不同层次的学生答题情况、存在的各种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为下一环节抽学生讲题做好准备。 

第二步：粉墨登场，讲题议题 
【教师】针对性的抽学生上讲台给全班学生讲题。 
【学生】学生讲题。 
设计意图：教师有针对性抽学生，上台讲的学生存在的问题

应该是全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避免讲不出来。 
学生上台讲题：一是巩固和反馈他本人的基础知识，能看出

他如何读题、审题，圈点关键字词句，如何找题眼，获取并运用
信息，解题思路和策略是什么；二是学生在讲题的过程中可能会
暴露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很可能就是学生解题存在
问题的关键症结；三是口头语言是学生化学思维外显的载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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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讲就能把他们的思维结果表达出来，让更多的智慧在课堂
中碰撞闪现，又能达到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四是教师给学
生搭建外显思维、展示自我的平台，学生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逐渐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落实“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
探究与创新意识”学科核心素养。 

第三步：做好引导，点击思维 
【教师】（2）①小题中方案Ⅰ，能够把 Cl－氧化为 Cl2 有： 
2FeO4

2－＋6Cl－＋16H＋=2Fe3＋＋3Cl2↑＋8H2O, 
ClO－＋Cl－＋2H＋=Cl2↑＋H2O 
但题设要求是有 Fe3＋产生，而 ClO－氧化 Cl－没有 Fe3＋产生；

回到“资料”中的信息：“K2FeO4 具有强氧化性，在酸性或中性溶
液中快速产生 O2”，由此可以说明 Fe3＋的产生是高铁酸根离子氧
化水中氧所产生的： 

4FeO4
2－＋20H＋=4Fe3＋＋3O2↑＋10H2O 

…… 
设计意图：英国心理学家贝恩布里奇说过，“差错人皆有之，

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能原谅的”。学生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碰壁”和“摔跤”，充分暴露问题和思维症结，教师点评时抓
住这些关键症结，顺其错误认真剖析，不断引导，使学生恍然大
悟，留下深刻印象。教师点评精，时间短，学生精力集中，效果
显著。教师针对性的点评，增强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的指导性。 

第四步：出示答案，学生自评 
【教师】在 PPT 上展示标准答案和每空的赋分。 
【学生】核对答案，自我纠错，剖析错因。 
设计意图：一是学生自评得分，找到本题得分、相关知识和

能力与高考相应要求的差距，明确努力方向，增强自信心和学习
动力；二是学生找错因，纠正错题；三是学生在试卷上加以批注、
勾画、重解等，便于以后续复习翻阅。充分运用学生自我评价促
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第五步：梳理知识，编织思维导图 
【教师】请同学们从本题所涉及知识为出发点，梳理相关知

识，编织思维导图并展示。 
【学生】学生展示氯、铁及其化合物的思维导图。 
设计意图：让学生根据本题所涉及的元素化合物和已学知识

进行梳理，构建氯、铁及其化合物相互转化的思维导图，落实“宏
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一是形成
知识网络化、结构化、层次化；二是刺激学生的视觉感官，对物
质的联想记忆，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全面性和独立性，改善
学生的思维品质；三是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时能快速有序提取相
应知识。 

第六步：归纳解题方法，形成解题策略 
【教师】请各组同学交流解题经验，总结解题方法。 
【学生】交流讨论，归纳总结，展示汇报： 
（1）浏览题目，清楚类型。浏览第一段“实验小组制备高

铁酸钾并探究其性质”，就清楚本题主要是制备高铁酸钾和探究
高铁酸钾的性质。 

（2）细心审题，把握目的。如对高铁酸钾的探究，细心审
题：“①取 C 中紫色溶液，加入稀硫酸，产生黄绿色气体，得溶
液 a，经检验气体中含有 Cl2。为证明是否 K2FeO4 氧化了 Cl－而产
生 Cl2”，就知道探究 K2FeO4 的目的是“K2FeO4 是否氧化了 Cl－而
产生 Cl2”。 

（3）分析材料，理清关系。阅读材料，结合科学探究的一
般步骤进行分析，理清命题者的思路：提出问题→设计实验→进
行实验→收集证据（实验现象）→解释与结论→表达。 

（4）正确表达，规范答题。根据实验现象，结合 Cl、Fe 的
化合物性质及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实验结论，然后用
化学用语或文字叙述进行表达。 

设计意图：学生在第一步通过独立做题，已有自己的解题方
法和思路，这一步要求学生交流、讨论：有的学生会说“我做题

时怎样想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学生
思维碰撞，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寻找解题的关键方法。学生的
展示汇报，教师的点评，进一步梳理和优化探究题型的解题方法
和策略，提升学生科学探究“模型认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第七步：类题训练，迁移运用 
【设计意图】让学生找出练习题的真实情境、所涉及知识、

提出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运用例题总结的解题方
法和策略来解决问题，达到练一题通一类、练一类通一遍的效果。 

四、教学反思 
1.创设成功的机会，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学生在自主练习阶段，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调查了解，掌

握每个学生解答试题的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教师有针对性
的抽学生上台讲题，尽可能让他们能胜任所讲内容，解决困难，
成功地完成讲题任务，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学生这一成功体验，
充分认识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改变对学习能力认识的心理状
态，激发学习热情。 

2.做好组织和调控工作，有效开展日常学习评价 
教师要综观全局，充分协调教学中的各种因素开展好学生讲

题。学生在讲题过程中，教师要及时追问、点拨，甚至启发、指
导，也要适时组织学生质疑、补充和记录。学生讲题结束后，教
师对学生讲解精彩之处，分析精辟透彻之处，易混易错之处等进
行重点点评及表扬，并给讲题学生以热烈的掌声，惟其如此，学
生创新能力之花，才能在课堂上、化学解题中绽放。 

3.教学方法要灵活，积极探索有效课堂教学模式 
“高考真题”七步教学法只是一种教学途径和方法，能使教

师的教学行为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有技可用，使教师可以少教，
学生可以善学，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效益。但我们不
能机械照搬“七步教学法”，顺序不变，平均用力。因为我们面
对的学生群体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认知能力水平
不同，对同一个例题的相关知识掌握和理解也不尽完全相同，这
就需要我们教师根据具体的学情，“以学定教”，对“七步教学法”
中每步可祥可略，甚至精简七步教学中的“步骤”，做到教学灵
活、实用，尊重学生差异，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教学活动
的本质，提高复习质量。 

2017 年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发展是一个自我建构、不断提升的过程”。我们在二轮
复习教学中选择“高考真题”作为例题，实施“教、学、评”一
体化，开展学生讲题活动，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探究学习、
合作学习和问题解决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建构思维
导图，形成解题策略，让学生在解决“高考真题”的过程中化学
学科的核心素养得到提升。通过对比，实验班级在“一诊”和“二
诊”的化学成绩明显高于其它班级。当然，开展“教、学、评”
活动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课堂中时间的把握、学生讲课的节
奏等，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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