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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活实际，发展物理观念，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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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高考化学试题，贯
彻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科能力立
意，紧密结合生产生活实际，试卷在
维持平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难度
适当，体现了高考化学江苏卷“宽基
础、厚实践、重能力”的特色。有利于
推进化学新课程改革。 试题主要特
点如下：

一、试卷结构保持稳定
平和平稳是 2019 年高考化学卷

的基调，从试卷结构上看，与 2018 年
高考保持一致。 依旧是单项选择 10
题共 20 分， 不定项选择 5 题共 20
分，非选择占 80 分。 题量总数为 21
题。 在试题编排上，呈现出从对化学
知识点的全面而基础的考查，逐渐过
渡到知识的综合与运用、学科方法的
应用； 思维能力要求从单一走向多
元、试题难度也逐渐增大，有利于考
生正常发挥。

二、 以核心知识为载体考查化学
素养

化学学科的主干知识依旧是重点
考查的内容。如在选择题中：化学用语

（第 2 题）、物质性质与应用（第 3 题，
第 6 题）、基础实验及操作（第 5 题）、
元素周期律与元素周期表（第 8 题）、
离子方程式正误判断及离子共存（第
4 题，第 7 题）、元素化合物性质及转
化（第 9 题）、反应热（第 11 题）、有机
物结构与性质（第 12 题）等等。对核心
主干知识的考查不仅仅体现在记忆层
面， 还考查考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
程中对核心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
在非选择题中将一些重要元素化合物
间的转化，融合在工业流程分析，实验
探究题中。

此外，试题选材立足教材，部分试
题命题素材直接源于教材， 如第 6 题
考查实验室制氯气金属钠与氧气反应
等常见化学实验，第 13 题是以教材中
必做实验为题材考查离子鉴别， 溶解
平衡，氧化还原反应等等。回顾近年选
择题中物质的转化所考查的化学方程
式都是中学化学常见的反应。 今年试
题也做到了“依据考试说明， 回归教
材”，既保证了试卷平稳和学生考试的
适应性， 又纠正了中学化学教学中存
在的“重教辅轻教材，重习题训练轻方
法引导”的倾向。

三、 突出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考
查

今年江苏高考化学卷试题贴近了
新高考改革的趋势， 注重了对能力和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核。 试题的情
境真实新颖，贴近科学研究和生产生
活的真实实际， 考生会感觉熟悉而
自然，从而激发解决问题的兴趣。试
题将考查多方面能力的意图融入其
中，如第 20 题，以减少碳排放入手，
围绕如何利用所学化学知识减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 考查了热重分析法
书写方程式，化学实验，电化学，化
学平衡等知识点。 既考查了学生在
充分理解化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综
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又充分体
现“科学态度及社会责任”。 试题注
重考查了敏捷获取题给信息并进行
加工应用信息解决简单化学问题的
能力，如第 15 题，第 16 题，第 20 题
给出的图表曲线信息， 第 17 题、第
19 题的流程信息都要求学生有在规
定时间获取和加工信息， 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此外还考查了基于证
据推理形成正确结论的能力， 应用

化学基本方法、 原理分析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突出了化学学
科的价值与责任， 也体现了化学学
科在新医药 、新材料 、环境保护、资
源利用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四、 以真实问题为情境考查能力
与观念

化学是一门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
际的科学。 今年的化学试题紧密结合
当前的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等社会热
点问题， 引导学生树立绿色化学思想
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如第 16 题以空
气中氮氧化物污染的处理为背景考查
学生元素化合物知识， 氧化还原反应
等基础知识。第 20 题以二氧化碳的资
源化利用为背景， 通过不同知识板块
多角度，多层面的探究，对多方面的化
学知识融合考查， 体现了绿色化学理
念和社会责任。

总的来说，2019 年的江苏高考化
学试卷，在平稳中求创新，力求推进化
学新课程教学改革， 对提升学生的化
学学科素养， 选拔优秀人才有着积极
的作用， 对今后的化学课堂教学也有
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2019 年江苏高考物理试题紧扣
课标和考纲，着重考查学生对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以及对所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卷结
构、题型、难度稳定，考点分布恰当
同时突出了对重点知识的考查。试题
所涉及到物理模型比较常规，比学生
平时的模拟卷要容易一些，学生普遍
感到题型熟悉，容易上手。 实验题立
足考查实际情境的分析以及实验操
作能力的辨析，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
培养。这对下阶段高中物理教学改革
有着良好的导向作用，并体现了较好
的选拔功能。

一、试题分析
1、重视基础，突出主干知识
试卷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的

掌握和对基本规律技能的应用。如第
1 题理想变压器考查电压比与匝数
比的关系； 第 2 题共点力平衡问题；
第 3 题简单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第 4
题是每年必有一道天体运动；第 6 题
匀速圆周运动考查周期、 线速度、向
心力的关系；第 7 题是通电导线受到
的安培力方向判断； 第 10 题探究动
能定理，其中考查学生对仪器的了解
程度；第 11 题测金属丝的电阻率，考

查电流表内接法所测电阻问题 ；第
12 题为新调整的必选的选修 3-5 模
块，但分值不变、题型不变、要求也
不变。 两个选修模块比较基础，难度
都不大，没有过偏的知识；第 14 题考
查电磁感应基础知识。总的来说只要
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基础
知识、基本概念、基本技能，这些题目
还是比较容易得分的。

2、源于教材，高于教材
今年试题继续强化了对教材的重

视程度， 不少试题呈现的情境和模型
源于教材， 当然解题的要求和能力又
高于教材。 虽然部分试题基于基本模
型， 但不落俗套， 有较多创新之处。
如：第 10（1）题、11（1）题都考查基本
仪器的应用， 突出学生实验素养的考
查。 第 11（5）题利用图象反映学生分
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体现实验方法在
新情境中灵活运用。

3、素材新颖，联系生活实际
试题情境源自日常生活或者现代

科技， 比如风吹气球、“东方红一号”
人造地球卫星、摩天轮、焊接视网膜的
眼科手术、荷叶上的水滴等。第 4 题是
关于天体运动的考查， 是以人造地球

卫星为背景的， 要求学生对椭圆运动
状态清楚， 考查学生应用物理规律分
析问题的能力。

4、层次分明，利于人才选拔
试题第 8 题、9 题，对学生综合分

析问题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看似基础
但容易出错。 三道计算题保持一贯的
电磁学、力学综合和磁场的题型结构。
第 15 题、16 题都设置 3 个小问，难度
层次分明，利于学生水平的发挥。大多
数同学能从基本概念和模型入手进行
答题得分，但若要进行到第（3）小问，
这就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较高， 会考查
学生应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问题的能
力，其中涉及到作图分析，临界问题的
确定以及多解性和周期性等。

二、教学启示
1、狠抓基础落实，完善认知结构
基础知识和技能是学好物理的根

基，无论高考怎么改革，基础知识、基
本能力的考查始终是主旋律。 高三的
一轮复习， 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高一
和高二的新授课，要充分回归教材，回
归基础，不能急于求成，本末倒置。 概
念教学时， 应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进
行教学，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能

挖掘概念中所蕴含的基本思想方法，
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通过理清概
念间的联系，让学生掌握概念体系，帮
助学生形成和完善知识网络。

2、加强解题反思，提高学生思维
品质

“年年岁岁题不同，岁岁年年法相
似”，如何让学生从疲劳的题海战术中
跳出来？加强解题反思是第一途径。面
对学生日常所出现的错误， 教师要引
导学生反思受阻原因， 澄清错误概念
的根源， 丰富认知角度； 反思解题过
程，优化解题细节；反思解题方法，构
建方法体系；反思解题结论，深化本质
探究等。

3、注重能力培养，升华科学素养
今年江苏高考试题在物理核心素

养的考查上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今
后也必定成为一种趋势。 要给学生一
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教师首先要热
爱学习，善于思考和研究，不断提升自
身科学素养。比如实验教学中，教师要
从学生认知出发，巧用物理实验设计，
理性对待学生操作中的问题， 培养学
生理性思维和探究能力， 充分渗透物
理科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