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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诊断性测试化学考试整体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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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侧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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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缺陷等问题，并完善解题方法。本次考试主要考查的知识点

有：物质分类、营养物质、化学与生活、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元素周期表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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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题与西城一模考试相比，都考查了周期表周期律、物质分类、物质的量、氧化还原、

离子反应、电池原理、基础实验和有机基础的内容，另外和第一次考试相比还考查了

营养物质、化学用语、离子检验这几个内容，整体注重对基础知识以及学生分析能力

的考查。大题创新性比较强，考查了无机综合题（滴定实验、工业流程、有机背景的

原理类大题）、有机推断以及电解池实验探究题三个类型。其中第一大题滴定实验明

显是与去年高考题型相似，相比计算，更多的考查学生对滴定过程的理解；第二大题

是比较基础的工业流程题，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的知识和方法的同时，运用题目所给

条件分析实际问题；而第三大题是非常新颖的以有机为背景的原理类大题，考查了学

生在有机情境下运用原理知识解释问题的能力。有机推断题以杂环构建为背景，难度

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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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与以往持平，分值很高。考查方式以选择题为主，难度不高。

2.元素化合物：分值升高，主要体现在方程式书写上。方程式书写一直是化学的重

点，即便不在元素中考查，也会频繁出现在实验题的解释问题中。

3. 化学反应原理：分值有所降低。热化学、速率、平衡在选择题和大题中均有出现，

分值高，难度都不高。选择题中没有考水溶液图像题，大题中出现了滴定，该大题显

然是仿照了 2019 的高考题。滴定会涉及计算，学生的计算能力普遍较弱，但即便列计

算表达式有困难，也需要明白其滴定过程原理，否则前面其他空也会有大量失分。

4. 有机化学基础：选择题中有两道，分别考查了营养物质和有机物基本性质。有机

推断题中间流程中没有给出确定的结构，在结合最终产物的基团定位时，有一定困难。

整道题正逆推同时进行，需要结合最终产物找到反应位点。

5. 化学实验基础：实验题增多，尤其选择题出现两道探究实验题，加上最后一道大

题，占据了很大篇幅。考查学生分析实验流程的能力，要求学生运用化学原理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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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产物、解释实验现象，体现对实验探究这一核心素养的重视。

二、有机无机相结合，命题趋向灵活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化工生产设计过程中，经常既要用到无机知识，又要用到有机

知识，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把无机和有机知识适度融合起来命题。是高考命题的一种

趋势。例如试卷中 17 题，以 1,3-丁二烯与溴的两种加成反应为蓝本，进行反应原理考

查。

三、 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能运用已有知识和方法综

合分析污染处理的化学过程。例如 16题脱除 SO2并制备 ZnSO4，19题处理含铬(IV)废水。

四、诊断性考试后的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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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试卷进行分析，找到丢分的原因，找出自己薄弱的知识版块、能力版块、方法

版块，明确自己需要加强的项目，针对自己薄弱的版块进行集中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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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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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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卷考查模块占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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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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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在后面的测试中取得满意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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