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中考试题，反思促进复习  

——2020年中考化学试题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杜红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20 年的中考也很不平凡。第一次学生大规模的

网课学习，第一次中考延期，经历过这次中考的师生必将铭记这一次特殊的考试。 

中考完后，第一时间做了 2020年中考试题。现在为备考 2021 年的中考，再

次对 2020 年的中考试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河北省中考理科综合化学（含综合部分）试题保持了河北省理综命题的一贯

风格稳中求变，不论是考试内容，试题结构，题型分布，各题分值都基本不变，

力求将试题背景以不同方式呈现，今年的一大变化是实验题中增加了对数据的分

析。与 2019年相比，难度略有下降。 

一、联系实际应用，注重基础考查——体现化学核心知识在教学中的主体地

位 

试题内容全面覆盖了《新课程标准》中的 5 个一级主题和 18 个二级主题，

联系实际生活紧密，如 1、3、8、9、11、12、13、29 题，其素材都来源于学生

熟悉的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纵观近几年的中考题趋势，越来越突出对化学核心知

识的考查，如合成材料、常见物质（氧气、水、二氧化碳、金属、酸碱盐）的性

质、化学用语、金属活动性顺序、分子特点、物质分类、燃烧条件、质量守恒定

律等，核心知识不变，强化知识的迁移应用。 

二、加强实验考查，贯穿过程方法——体现实验探究对发展学生实践能力的

价值 

试题共有 7 个题是从实验的视角对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考查的，累计分值

23分。其中第 2题考查物质燃烧现象，第 6题考查了对实验目的分析，第 10题

考查了基本实验操作，第 14题考查对实验现象和原理的分析，第 28题燃烧条件

探究，贯穿科学方法——控制变量的考查，第 30 题考查了氧气的制取，金属活

动性探究，第 35 题考查对催化剂原理的分析，以及对测定气体体积方法——转

换法的考查。 



 

三、突出能力应用，关注核心素养——体现新课程理念在化学教学中的引领

作用 

1.获取信息的能力，试卷中出现图片和表格信息多达 8题，第 5题化学反应

的微观示意图，6、10、14、28、30 及 35 题的“图 20”均为实验装置，第 7 题

是坐标曲线图，第 31 题框图推断题，35 题实验探究中的表格及 36 题计算题实

物图都考查了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这是今年理综化学中一个亮点。 

2.知识应用能力，体现知识的实用性，体现化学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的新

课程理念。如 29题化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35题考查了今年一个热点话题疫

情下的消毒剂的使用。 

3.逻辑推理能力，第 31 题框图推断考查了 8 种核心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

与 19年风格类似，但给出的“突破口”较少只有两个：C可用于配置生理盐水，

H是石灰石的主要成分，另外今年推断题在题干中没有说明“部分反应物、生成

物、反应条件省略”的情况，说明反应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物质无省略，框图箭

头为双向，第①个反应涉及到两个反应物生成三个生成物，这些都需要学生对常

见反应及常见物质的性质比较熟练，且熟悉物质的知识网络，才能快速想到碳酸

钠或碳酸氢钠与酸的反应才能较顺利的完成此题。学生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还要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第 35 题对题中表格数据的处理，也体现了较强的

逻辑推理能力。 

结合 2020 年中考试题分析，在今后的复习教学中，最深的感触是教师在平

时的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双基的教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落实。规范

化学用语，提升实验教学，通过实验不仅激发学生兴趣，更要重视对实验目的、

原理、现象等的分析，也要在实验中贯穿常见科学方法，总结应用科学方法的实

验有哪些。由于化学知识点多而分散的特点，教师平时要引导学生学会积累整理。

并且引导学生学会构建知识网络，建立常见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把知识化零为

整。 

    厚基础，提能力，重落实，抓效率，2021年化学中考必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