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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一模化学考试整体评析

结束了为期 3个月的居家学习，经过 4月底初返校的身心调整，本次考试是一次

“恢复元气型”的测试，一方面检测学生的居家学习成果，另一方面让学生及时调整，

恢复以往高三应该有的节奏和紧迫感。学生应该重点注意试题的结构、知识点的考查

与变化，发现短板，查漏补缺，强化解题思路，争取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解题节奏。

本试卷共有 14 道选择题，5道非选择题，非选择题有 32个空，题量适中，难度排

布原则整体来说是由易到难。本卷考查内容涵盖了高中化学全部知识，并在纵向上进

行了延伸，结合生活生产应用与时下社会热点，检验学生高三二轮复习的化学学习情

况，发现知识漏洞、能力缺陷、解题方法等问题。本次考试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有：化

学与生活、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元素周期律、热化学、化学速率与平衡、水溶

液、电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实验。

本试卷总体难度适中，没有偏题、怪题。与 19年北京高考模块分值分布相当，计

算相关问题略有增加。选择题重视基础，尤其重视基本概念模块的考查，覆盖了 6道

选择题，实验选择包含两基础一探究。大题分别为无机综合题（原理综合和工业流程）、

有机推断以及实验探究题三个类型，其中原因解释类文字叙述题占比非常大，对相当

一部分学生不够友好；方程式书写分值下降；工业流程题，与适应性考试和西城线上

一模类似，不再是大流程，取而代之的是小流程，同时也放在选择题中考查，题量减

少，但是思维容量不减。元素模块单独考查占比较低，但是其他模块的学习与运用脱

离不了元素基础，依然要非常重视。原理综合模块占比较大，电化学、速率、平衡考

查较多，水溶液占比略有下降，试题设计结合了大量文字叙述，能力要求高。有机模

块，维持一贯都有的有机推断大题，选择题减少为一道，考点只涉及营养物质，没有

对高聚物进行考查。实验模块小题重基础，实验探究保持了惯有难度，其中原因解释

类问题较多，考查考生实验操作、分析、解释能力，考查实验素养，体现对学生实验

思维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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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难度适中：

各模块分值分布如下：

从卷面看，各模块的考查特点如下：

1. 基本概念：基本概念考查比重上升，选择题涉及 6道题，大题中也有涉及。

2. 基本理论：原理综合部分主要出在 16、17两道大题，选择题占比相较高考以及

适应性测试都有提升，文字解释类问题重视程度显著上升，考点主要集中在速率与平

衡，水溶液考查较少。

3. 元素化合物：元素性质和方程式考查分值占比和 19年高考类似，明显低于适应

性测试以及前段时间的线上西城一模考试，但基本概念中氧化还原考查较多，陌生氧

还方程式书写的思想仍然不能轻视。

4. 有机化学基础：有机推断在大题中分值最高，为 15分。本次海淀一模选择题中

有机分值下降，只考查了一个与尝试相关的营养物质概念问题；推断题难度适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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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讲考查方式变化不大，以往出现在选择题中的分子结构、同分异构体等问题以一

个小问的形式出现在了推断大题中，有关陌生信息的理解和应用仍然是考查重点。

5. 化学实验基础：选择题中有三道题考查了基础实验和小型探究实验，大题中仍然

以探究题的形式作为最后一题来考查，其中原因解释类问题设置了三个空，考查考生

分析实验流程，运用化学原理解释实验现象、操作目的等的能力，体现对学生实验思

维的重视。

二、命题选择趋向灵活，考查重点略有倾斜

本试卷试题针对原理类问题以及原因解释类问题的考查有明显的侧重，并且大题

不再拘泥于有机推断、原理综合、工业流程与实验探究的“老四样”，元素、原理和工

业穿插考查，文字解释类问题渗透在除有机推断外的全部大题中，体现了对知识点应

用能力考查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具备利用化学原理解释工业生产、实验探究中的条件

控制、操作选取以及方案设计原因的能力，体现了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化学思想的

指导作用。

三、 结合时事热点，注重生产生活

相比适应性测试对前沿科学的关注，本次测试更注重时事热点，如选择题第 1题

中对口罩材料和垃圾分类的设问；贴近生产生活，如选择题第 2题营养物质的概念辨

析，工业题中对消毒剂的介绍，以及二次电池的考查等，体现了学科测试对化学知识

在生产生活中实际应用的重视，要求学生不局限于理论学习，而是注意培养知识迁移

和应用的能力。

四、一模后的学习建议

一轮复习已经全部结束，部分学校二轮复习也基本完成。本次考试后，一定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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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试卷进行分析，找到丢分的原因，找出自己薄弱的知识板块、能力板块、方法板

块，明确自己需要加强的项目，针对自己薄弱的板块进行集中学习，这样才能保证后

续的复习不留下基础知识的漏洞，为二模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

提高化学学科能力，加强联系基础知识的学习与实际生活应用之间的能力，建立化学

学科思维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等），多角度关联、系统、

动态地分析化学问题。

1. 本试卷 50分以下的学生，化学基础知识薄弱，建议二模前以巩固基础知识为主，

系统性地进行知识点的梳理和复习，并强化练习进行巩固，确保二模考试没有大的知

识漏洞，方能跟着学校进度，进行刷题和解题方法积累。

2. 本试卷 50-65的学生，有一定的基础，但存在不少知识漏洞，需要通过试卷和错

题分析找到知识漏洞，加强模块练习，形成化学知识体系。

3. 本试卷 65-80分的学生，还存有个别知识漏洞，建议找到某一类有问题的习题，

对相应的知识点重新梳理，借助习题集中突破，同时加强化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4. 本试卷 80分以上的学生，目前处在化学学习的“高原期”，基础知识问题基本

不大，方程式书写和有机推断几乎不会出错。但一些文字类问题，尤其一些解释类题

目、实验方案设计以及新题型会不知如何下手。想突破“高原期”进入“巅峰期”，

需要在多做题的同时，多思考命题人的逻辑。例如实验题做完以后，要清楚命题人如

此方式设计实验的思路，多加总结以后，就会更好把握考点和出题者意图。另外建议

该类学生限时多做一些历年的模拟题或真题，加强化学思想方法的培养，尽早进入做

高考题的状态。

总而言之，本试卷考查占比与 19年高考类似，又有新高考模式下独有的特点：针

对某些特定知识点的考查通过题量和考试时间的增加可以做到更加细化，降低考试分

数的偶然性，基本功和知识迁移能力两手都要抓。如果有某些之前复习过的知识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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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到，也不必过于担心，它们在形成化学思维，提升问题分析能力的方面对大家一

定有所帮助。后续的冲刺复习我们注重基础，提升题目见闻，针对性地见识一些自己

把握不大的习题，做好限时训练，定可以在后面的测试中取得满意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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