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裴云慧，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历史组教研
组长。曾获河南省优秀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
郑州航空港区优质课一等奖、课题一等奖，校优
秀教师、校师德先进个人。

杜朝霞，郑州四中实验学校教师，曾获河南省2022年中小学优秀作业设计案例一等奖、惠济区科研课
题一等奖、惠济区“精彩思政课”一等奖、惠济区习读本优质课一等奖、惠济区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郑州
市时政论坛优秀辅导教师 。

化学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李 赛 校对 王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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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二模试卷，分析自己高频错题类型（如选择题易错
点、主观题逻辑不清、材料分析偏差、设问类型不明确等）。

针对自身性问题制定自己个人专属复习计划，如果知
识板块混淆、时政术语运用不当，则制定侧重基础知识板块
巩固与应用的复习计划；如果不同设问类型答题思路不明，
则制定侧重不同类型题分专题进行训练的复习计划。

找准自身定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提升。基础薄弱
生要主抓高频考点及答题模板。 中等生要强化材料分析
能力，突破开放性试题。优等生要细化答题语言，多关注
时政热点深度关联，尝试自行命题，探索高阶思维。

回归教材，构建知识网络。以单元主题为核心，用思
维导图串联核心概念。如“法治建设”需整合依法治国、宪
法地位等知识点和公民权利与义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
基础知识；“经济建设”需整合改革开放、基本经济制度、共
同富裕、对外开放等基础知识。

可用关键词记忆法，对易混淆概念，如“基本政治制
度”与“根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
等，制作对比表格，清晰区分，强化记忆。

专项突破，精准提分。选择题每日限时训练 15题，总
结常见陷阱，如偷换主体、绝对化表述、价值观不正确等，
在做题中归纳高频考点，在手边资料或教材上做标记。主

观题在注重题型模板化的同时关注具体题情，提升对具体
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用所学知识解决材料问题的能力。

关注近期重大时政，如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动态、低空
经济等，关联教材知识点，设计模拟题。从 2024年中招试
题卷备用卷18题来看，依据材料设计试题、给出答案的类型
题需要关注并科学训练。同时，注意用学科语言表达观点，
如将“直播乱象”关联学科知识“网络法治”“社会责任”等。

考试时注意审题三步法。 一审设问范围（“运用法治
知识”或“联系道德角度”）；二审材料关键信息（人物、行
为、结果）；三审分值分配，合理规划答题要点。

答题要求书写分点化（①②③）、术语专业化（避免口语
化表述）；主观题每点采用“知识点+材料分析”结构，忌空谈
理论；注意特殊题型如：书信、宣誓词、推介词等的格式。

每周一次全真模拟考，沉浸式模拟入场、审题、作答全
流程，降低陌生感。用好周末时间，严格限时，训练时间分
配（建议选择题 10分钟/主观题 30 分钟）。每日写下 3条

“微小进步”（如“今日理清一道法律案例分析思路”），用具
体行动替代空泛担忧。劳逸结合，科学作息，坚持午睡的
好习惯，考前两周调整生物钟，保证 22:30前入睡，避免疲
劳战。

2025年河南中考化学迎来新课标、新教材、新评
价的全面革新，此时，借助二模考试精准定位自身知识
掌握情况，明晰优势与不足，后续复习才能有的放矢。

要先全面整理二模试卷和近期作业中的错题。
将错题按照知识点、题型进行分类，比如化学用语、
实验基本操作、化学计算等。深入分析错误原因，判
断是对知识点理解不透彻，还是解题方法出现了偏
差。精准找出自己的知识薄弱点和思维误区，为后
续复习明晰方向。

针对自己的薄弱知识点和题型进行专项训练。
如果实验探究类习题是短板，就集中练习各种类型
的实验题，掌握实验设计、现象分析和结论推导的方
法。对于化学计算题，要熟悉常见的计算类型和解
题技巧，如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溶质质量分数的
计算等。在训练过程中，注重解题思路的总结和方
法的归纳，提高解题能力。

教材是中考命题的重要依据，二模后要再次回
归教材，对基本概念、原理和化学用语进行查漏补
缺。如“氧气的性质”“质量守恒定律”等基础知识必
须牢记。可以对比新旧教材，针对新教材变化知识
点、素材、课后习题进行系统梳理，夯实基础。还可
将分散的常考知识点构建知识网络。例如从物质类
别的视角，将单质、氧化物、酸、碱、盐的性质和相互
反应关系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河南中考化学试题有一定的命题规律和特点，
命题呈现“基础性+创新性”双重特征，体现“重点知
识重点考，核心知识年年考”的特点。考生要认真研
究近五年的中考真题，总结解题思路和答题规范。
同时，要关注热点问题，化学与生活、环保、能源等方
面的联系；还要留意中考新动向，比如 2024年，试卷
中首次出现了跨学科实践类试题，复习时可多关注
跨学科实践、学科融合相关题目。

按照中考的时间和要求，每周安排一次模拟考
试，注意规范书写，简答题要条理清晰、语言准确。
每次模拟考试后，认真分析试卷并及时进行改进。

中考日益临近，保持良好的心态至关重要。不
要因为一次考试的得失而过度焦虑或骄傲。合理安
排学习和休息时间，适当进行体育锻炼，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迎接中考，相信通过自己不懈努力，一定能够
取得理想的进步。

流动星河中的守护者
夏日阳光在充电桩间流淌，蓝色指示灯如星子明灭。当我

跟随郑州公交五公司讲解员走进公交场站，公交车有序进出，
充电桩的嗡鸣声似城市血管的脉动，为即将苏醒的“钢铁巨兽”
注入能量。作为小记者，我第一次触碰到公交车冰冷外壳下滚
烫的生命线。

“每度电都要对得起市民的托付。”老师的话掷地有声。他
向我们展示充电枪的使用方法，在他手中，充电枪看似轻巧，而
我们接过时却“重如泰山”。此刻，我才明白，科技的温度藏在
工人师傅手上的老茧里。

在智能调度中心，叔叔阿姨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上如
蛛网般的公交线路。突然，G2路的绿色光点减速，调度员立即
调出实时监控：“前方路口有老人过马路，司机主动让路。”原
来，这些闪烁的数据并不是冰冷代码，而是三百多位司机共同
谱写的温暖交响曲。

何雪平阿姨介绍自己的荣誉奖章时，像讲述战功一样开
心，“郑州市劳动模范”奖章最为耀眼。见到它，仿佛看见金碧
辉煌的宫殿，也看见何阿姨十六年工作的汗水。讲解时，她不
经意抬手，我看见她手上厚厚的茧子，在窗外阳光的照耀下，茧
子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边。

参观结束，回望“人民公交为人民”的霓虹灯牌，我终于懂
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拯救世界，而是二十年如一日，把同一
段路走出崭新的温度。当何阿姨们将匠心揉进每个工作细节，
整座城市便拥有了永不迷途的星光。

郑州经开区蝶湖小学 孔令妍

点评：小作者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自己在公
交场站的参观经历，思路清晰，感情真挚，字里行间流露
出对劳动者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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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诗篇：《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本期读诗人：二七区培育小学 孙文婷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陆游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快乐运动快乐运动 放松心情放松心情

厚积为薄发厚积为薄发突破有方法突破有方法
中考倒计时，这份“备考锦囊”请收好！

本报记者 周娟 整理

（上接九版）

系统梳理善归纳

王昆，郑州群英中学化学教师，市骨干教
师、市教育局优秀教师、市教科研先进个人、市
技术标兵，金水区优秀教师、金水区化学学科中
心组成员。

稳扎稳打稳冲刺

道德与法治

靶向施策奋力行

王丽，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道法组教研组长，高新区道法命题组成员 。

为梦想而战为梦想而战

三万里长的黄河奔腾向东流入大海，五千仞高的华山耸入云霄
上摩青天。中原沦陷区的百姓在金兵的铁蹄下眼泪已流尽，他们年
年岁岁盼望着南宋朝廷的军队前来收复失地，可盼了一年又一年，
依旧落空。

“三万里河东入海”：“三万里河”指黄河，“三万里 ”运用夸张的
手法，极力形容黄河之长。这句诗描绘了黄河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向东流入大海的磅礴气势 ，展现一幅雄浑壮阔的画面。

“五千仞岳上摩天”：“五千仞岳”一般认为指西岳华山，“五千仞”
夸张地写出华山之高，“摩天”即碰到天，生动形象地表现华山高耸入
云，直插霄汉的雄伟景象 。这两句一横一纵，从空间上勾勒北方中原
地区山河的雄伟壮阔，让读者感受到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

“遗民泪尽胡尘里”：“遗民”指在金统治地区的原宋朝百姓；“泪
尽”说明遗民们因长期遭受金兵的压迫、奴役，心中充满痛苦，眼泪
都流干了，极言其痛苦的程度之深；“胡尘”指金兵入侵时扬起的尘
土，象征着金人的残暴统治。此句写出了沦陷区百姓在异族统治下
的悲惨遭遇和无尽的痛苦。

“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指宋朝的军队。沦陷区的遗民们年
年盼望南宋朝廷的军队能够北伐，收复失地，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
始终没有等到，“又”字强调了这种漫长的等待和一次次失望，饱含
着遗民们的沉痛与无奈。

前两句写景，诗人以豪迈的笔触，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黄河
与华山的壮丽景色，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黄土高原的
沧桑。华山五峰倚天而立，如同擎天巨柱支撑着华夏文明的天空。
在对山河的赞美中，隐含着对沦陷区山河的深切怀念。后两句抒
情，由景转到人，聚焦于在金兵铁蹄下痛苦生活的遗民，表达了对他
们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
的强烈不满和批判，将诗人的爱国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得淋
漓尽致。诗境雄浑壮阔又苍凉悲愤，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爱国精神的典
型代表，让后人深刻感受到古人对国家统一、
领土完整的执着追求，这种爱国精神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
国家的繁荣富强、领土完整而奋斗。从历史角
度看，它为我们了解南宋时期的社会状况、民
族矛盾以及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提供了生动的
文学资料，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触摸那段历史。

中考冲刺阶段，针对历史学科，如何进行有效的
复习，达到最佳的复习效果呢？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要回归基础知识和课
本。这次二模第 1题就考査了课本的相关史事和知
识拓展部分的内容，这就要求同学们不仅要加强看
课本的图片资料和大字内容，还要了解相关史事、材
料研读、课后活动等，查漏补缺，冲刺 50分。这段时
间的复习要求全、准、稳，切忌浮皮潦草、囫囵吞枣地
应付，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和自我考査。

注重史事联系，总结历史规律。中考历史考查
内容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规律可循。中考历史的
考査特点就是“强干弱枝”，通过构建历史知识框架，
制作思维导图，找到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找
到了规律。将世界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你会发现，
初中历史六本书变薄了，历史的复习也变得简单。

注重总结，规范技巧与方法。选择题需认真审
题，找准题干中关键词，注重因果关系，运用基本理
论等，结合题意找出最全面、最合适的选项，注意细
节问题。材料题注意审题，多用辩证思维，结合材料
和所学知识，联系现实生活，运用历史语言，看分值
分点分层，答题时注意表述完整，条理清晰，重点突
出，字体工整。历史小短文是综合考查学生分析、概
括、表达能力非常有效的一类题型，在备考中要掌握
多种类型小短文的写作思路并适当练习，尤其是要
侧重观点类小短文的练习和总结，务必做到观点明
确、史论结合。为更精准有效的练习，九年级备课组
编制了考前题型专练，老师从众多习题中精选习题，
分门别类，归纳题型，梳理做题方法，让学生在最后
冲刺阶段更好地提升做题能力，强化答题规范，力求
在中招考场更从容淡定地答题。

限时练，提升速度与信心。最后的冲刺阶段也
离不开试题的训练，不盲目求多，而是精练习题，限
时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提升阅读的速度、答题的速
度、翻书的速度，速度上来了，准确度上来了，信心自
然也增强了。

总之，考前复习要调整心态，稳扎稳打，避免过
度焦虑。复习要贴近课程标准和教材，结合自己的
实际，制定有效的复习计划，冲刺复习才能事半功
倍，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不要盲目跟风猜题、押
题，无谓地浪费精力。

三位一体动力足

中考道德与法治学科备考需立足核心素养培育，以科
学规划为引领，以精准教学为支撑，构建知识、能力、素养
三位一体的复习体系。

把握命题趋势，明确备考方向，重点聚焦“政治认同、
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五大核心素养
的落地路径。例如，在“政治认同”维度，需梳理“坚持党的
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核心内容，结合相关会议精
神深化理解。

对近三年本省中考试题的系统分析是把握命题规律
的关键。当前，中考命题呈现两大显著趋势：情境化命题
和跨模块综合考查趋势明显，试题设计从单一知识点转向

“主题式整合”，培养知识迁移能力。要深化知识整合，设
立六大主题模块：法治实践、文化自信、科技创新、国家安
全、生态文明、社会和谐。每个模块设计“知识图谱→典型
例题→能力提升”三级训练体系。

冲刺提升阶段需强化应试适应，开展“热点追踪周周
练”，结合时政（如全国两会、重要纪念日）设计原创试题，
模拟命题逻辑。

国内要闻聚焦全国两会教育议题、相关法律实施等，

分析政策背后的学科逻辑；国际视野结合“一带一路”成
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互鉴”等
角度解读热点，培养全球意识；本地特色整理本省未成年
人保护典型案例，链接“特殊保护”“法治政府建设”等考
点，增强备考的地域针对性。设计“热点透视”学习单，以

“神舟二十号成功发射”为例，从知识链接、能力提升、价值
引领三个维度分析。

实施“三阶式”习题训练，基础过关（15分钟/日）精选
选择题；能力提升（20分钟/题）针对材料分析题开展“三步
拆解”训练：第一步划设问关键词，第二步列知识框架，第
三步组织答案；综合演练（每周 1次）全真模拟考试，严格
限时，训练答题节奏与心理调适能力，考后通过“错题热力
图”分析薄弱模块，针对性强化逻辑辨析训练。

中考道德与法治备考需秉持“素养导向、系统思维、精
准施策”的原则，通过研透课标真题把握方向，通过三轮复
习构建知识体系，通过情境教学培育核心能力，通过科学
训练提升应试效能，通过团队协作与心理调适凝聚备考合
力，最终在中考中实现知识、能力、素养的全面提升，交出
满意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