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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茶 免费申领

苦荞茶素有“黑珍珠”之称，它含有多种有益

人体健康的无机元素，钙、镁、钾、磷、铁、铜、锌和

微量元素硒等，尤其是镁、钾的含量远高于其他

淀粉类食物。另外，苦荞茶里含有19种天然氨基

酸，总含量高达11.82%，富含黄酮化合物及类胰

岛素蛋白，能够降低血糖和血清胆固醇，改善糖

耐量对抗肾上腺素的升血糖作用，同时它还能

够抑制醛糖还原酶，双向调节血糖，改善血糖代

谢 。因此，持续饮用黑苦荞茶，有助于排除体内

代谢废物和药毒，对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有非
常好的保健功能。

现我中心面向广大患者免费发放高品质劲
牌苦荞茶，患者只要打进热线就有机会免费领
取一份。如果您不需要，请将信息转告给您身
边的朋友，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能享受到本次
活动带来的福利。爱心活动，来电领取，不收取
任何费用。（优惠代码：758）

申领电话：400—7368—588

1、年龄45周岁以上，糖尿病病史达到2年以上的患者；
2、服用过2种及以上糖尿病药物的患者；
3、有2种以上并发症的患者；
4、军人、教师、医务工作者、离退休干部、文艺工作者优先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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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一分钱，来电即可申领，申领热线：400—73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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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进行错题整理
和总结
□ 合肥市第八中学 张少庸

化学

构建知识网络
形成思维导图
□ 合肥市第八中学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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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制宜端正心态
合肥市第八中学 王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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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有的同学不知道如何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有 时 感 觉 无 事 可
做。下面针对不同层次的同学提出
一些建议。

对于平时模考得分只有 10～
40 分的同学，最欠缺的是知识点的
全面掌握，还有平时做选择题靠猜，
做实验题和计算题时没有认真读
题。这一层次的同学一定要做好容

易题，对容易题认真思考和分析。在复习的内容上可以采取个个击破
的办法，例如做大量的选考题，因为选考题的知识独立，综合较少，题
型也少，大量练习效果很好。再例如，高考选择题中还有一些概念题
以及力学实验题和第一道计算题，这些题都是很好拿分的。

对于平时模考能够得到40～70分的同学，已经掌握了基本知识，
也学得非常辛苦，成绩波动很大。你们在最后冲刺阶段要全面地整理
知识，一个问题有几种解决方法，最简便的方法是什么呢，平时要经常
思考“我使用的是最简便的方法吗”，将自己的思路和老师、同学的好
的思路进行对照，及时纠正。

对于平时模考能够得到70分～100分的同学，获得高分的关键在
选择题，要将选择题做得又快又好，做题时间在40分钟以内，21道选
择题总共出错 3 个以下。做选择题时，要充分利用类比、对比、等效、
特殊值、排除等思维快速有效判断。只有在选择题上节省时间，才能
有时间思考物理的25题——最难的计算题。

不管是哪类同学，首先要端正心态，高考是人生奋斗的起点，不是
一赌定输赢。平时练习以及考试时一定要看清题目条件，再审题，将
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而不是分数上。最后的建议是：“小舍大得”，对
于不能看懂的题，以及计算量很大的题，思考3～5分钟，要跳过去，放
在最后完成，要保证后面的生物、化学的基本分拿到手。

化学，是很多人又爱又恨的一门学科。为啥？有些人认为化学太难了，每次考试都
很差；而有些人却认为，化学so easy，是提高分数的保障学科。那么为何会出现两极分
化的现象？是因为很多人学习化学，单纯依靠记背。而实际上化学的精髓，却在于推导
以及积极的主动学习能力。

如何在距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里提高化学成绩呢？对知识点的懵懂让很多大量
刷题的学生越做越受打击；依靠记背，又感觉效果不明显。其实学好化学，只要注意四
点，就能让我们对高考充满信心！

一、了解高考考试方向
从今年开始，全国有25个省份将统一使用全国新课标试卷（其中安徽使用新课标全

国Ⅰ卷），因此研究全国新课标卷特别是全国新课标Ⅰ卷对广大高三学生的复习备考显
得尤为重要。分析近三年全国新课标Ⅰ卷可知，试题中没有超纲的考点，出题的模式和
知识点也有一定的规律，如阿伏伽德罗常数的考核、实验装置和原理的考核、电化学的考
核、溶液中的离子平衡的考核、化学反应速率与原理的考核等，几乎在近三年的考题中均
有出现。因此在平时模拟练习时要有意识地选这类题型来做，特别是在一模、二模中得
分不高的题型更是要重点练习突破。

二、认真阅读课本
有的同学在高三后期复习时几乎完全抛弃了课本，完全陷入了题海之中，这是一个

不明智的复习方式，可以说，高考的出题在课本中都有相应的题型，如26题实验综合题
在课本的实验探究中有类似的实验和装置，课本中盐类的水解应用对我们做化工流程题
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所以，在后期的复习特别是三轮复习中抽出一定的时间将化学必
修一、二，选修四认真阅读一遍，整合我们脑海里零散的知识点，形成知识体系是非常有
必要的！

三、加强考纲的解读和高考真题的训练
高考大纲是国家教育考试部门就高考考查方向的权威解读，考生了解了高考化学知

识点的要求，才能在复习时有目标和方向性。同时考生要认真解答考试说明后附的例
题，这是代表2016年高考的考查方向和重点题型，这对我们高考的复习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提示。同时，考生应该认真做近三年全国卷高考的真题，分析它的出题方向和考查内
容，并在答题规范上下工夫。

四、及时进行错题整理和总结
高考之前，考生在做题时如果发现错误很多，心情总是很沮丧，其实我们换一种角度

来看，错误的不就是我们知识点薄弱的地方吗？能在高考前发现自己的不足应该是一件
值得欣喜的事啊！我们应该立即将错题进行整理，要讲究整理的技巧和效率，可能我们
做错的只是某一个知识点，那就把这个知识点记录在笔记上；如果是题目中某种提示我
们没发现而导致题目做错，那就在笔记上提醒自己认真阅读题目，分析每句话的含义！
笔记时常翻看，可利用下课、早读、上放学路上去回顾。每次理综的考试要进行分析：时
间分配上是否合理，选做题选择是否合理等等，不断的总结是进步的保证！

总而言之，高考化学的知识点相对其他科目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只要后期不放
松，找到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突击提分是完全可行的！

在高考复习最后的一个多月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后续复
习的效率呢？在此给沉浸在高三复习中的孩子一点建议：

一、注重基础、回归教材
到了高考复习后期，孩子们往往愿意去做试题，而不愿去看教

材。打开书一看好像什么都会，做题的时候感觉是题目专门挑自己没
看到的地方考。后期怎么样才能有效看书呢？笔者认为应该抓住书
本上的基本概念，概念是生物学科的基石，是理解知识点间联系的桥
梁。对基础概念的复习整理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对概念进行整理能在
较短的时间内将基础再度夯实。

具体做法：先找出定义，再找出其中的关键词，辨析概念间的联系
和区别。例如，基因重组：在有性生殖中，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重新组
合。首先，找到“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指的是什么？那“控制同一性
状的基因”指的是等位基因或相同基因；“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就是
指非等位基因，非等位基因又可分为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和非
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它们的重新组合分别发生在减数第一
次分裂的四分体时期的交叉互换和减数第一次分裂的同源染色体分
离，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基因重组理解成非等
位基因的重新组合。

二、构建知识网络，形成思维导图
系统复习要先搭知识框架，就是要记住章和节的标题，而这是很容

易做到的。这就像看章回小说一样，看到了标题就知道了故事情节。
学习生物也是如此，往往标题就是对相关内容的重要提示，知道了标题
也就不难回想相关知识了。头脑里有了框架，也便于我们丢开书本回
忆书本知识，这样我们的思维就有了条理。再掌握主干知识。主干知
识是生物学知识的核心，例如，细胞代谢、遗传的基本规律等，这些核心
知识在高考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大多数是以主干知识为题干，综合
考查了多个知识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时，以主干知识中的概念、原
理、过程知识为主线，把相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联系，构建知识网
络。比如抓住蛋白质这个主线，把基因的转录、翻译，氨基酸的脱水缩
合反应，分泌蛋白的形成等知识就串起来，构成一个小网络。

三、抓住重点、突破热点
从高考考查的内容来说，注重对主干知识的考查，如组成细胞的

分子，细胞结构、光合作用、遗传定律及人类遗传病、内环境的组成及
相互关系、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种群和群落、生态系统、微生物的培
养，生物工程等。选修内容：39题考查选修1内容、40题考查选修3内
容，答题时从中选出一道题来完成。从考查的难度来说，一般不难，要
求考生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概念、原理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