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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 -评一致性”的高三二轮复习备课策略 *

——以江苏高考热点“限定条件的同分异构体推断”为例

经志俊，刘江田
(1.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2.南京市教学研究室，江苏南京   210001)

摘要：基于“教- 学 -评一致性”的原则，依据高三二轮复习的主要任务，以江苏高考测试热点“同分异构体推断”为例，

提出“备考点——精析考题，明确考什么，知道怎么考”、“备学情——前测摸底，找准知识盲点，探明能力洼地”、“备目标——

三维一体，界定学习任务，明确评价依据”、“备内容——增减有据，精减陈述性知识，优化程序性知识”、“备流程——讲练融

合，活动引领建构，评价促进提高”的备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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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评一致性”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

中，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对学习的评价具有

目标的一致性。作为高三复习，“教- 学 -评一致

性”还应该保持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高考命题的

目标一致性。

高三二轮复习旨在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进

一步夯实基础储备、优化解题策略、提振应试信

心。“限定条件的同分异构体推断”是江苏高考的

热点。该考点对官能团性质和异构等基础知识，分

子空间对称性的认知和结构简式规范表达等基本

能力，综合分析和逻辑推理等思维品质进行全面

考查，是备考复习的难点之一。笔者采用深入研究“考

情”、真实把握“学情”，合理制订“目标”，有效锤

炼“内容”，精心设计“流程”的备课策略，收到了

预期的教学效果。

1	 备考情——精析考题，明确考什么，知道

怎么考

高考的试题既有知识测试的目标，又是能力

测试的载体。备考情，重点在于聚焦考试说明，界

定考点的测试范围和内容，精析考试真题，明确考

点的测试目标和命题形式（见表1）。

2	 备学情——前测摸底，找准知识盲点，探

明能力洼地

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和情感状况，是确定教

学起点和规划拓展空间的依据。备学情，以高考真

题为前测素材，借助前测结果中的典型错误归因

（见表 2），找出学生的知识盲点，探明学生的能

力洼地，把握学生的情感状态。

3	 备目标——三维一体，界定学习任务，明确

评价依据

目标界定着教学的起点和目的，是教学方法选

择和学习效果评价的依据。备目标，应注重知识、

方法、情感目标的三维一体，突出备考的针对性和

评价的可操作性。

“限制条件下同分异构体推断”的教学目标：

（1）能正确解读和规范表达有机物的结构；

（2）能说出常见烃及其含氧衍生物的不饱和

度及其异构关系；

（3）能依据有机物的特征性质推断其官能团

或特征结构；

（4）能依据空间对称性的分析判断分子中不

同化学环境的氢的种类；

（5）能通过建构解题的“思维模型”提高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聚焦课堂

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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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限定条件的同分异构体推断”的测试规律

考试说明 了解有机物存在同分异构现象（不包括立体异构），能根据给定的条件推断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 [1]。

高考真题

[2015-17]	

写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E（ CH2O CH2COOH）的一种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		。

（1）分子含有 2 个苯环；（2）分子中含有 3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
[2014-17]

B（ O

	O
‖
	C-CH3

）的一种同分异构体满足下列条件：

（1）能发生银镜反应，其水解产物之一与 FeCl3 溶液发生显色反应；（2）分子中有6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且分子中
含有两个苯环。写出该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			。
[2013-17]

某化合物是 E（
CH3

OH ）的同分异构体，且分子中只有两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写出该化合物的结构简式：			▲			
	

（任写一种）。
[2012-17]

写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B（
O

CHO
）的一种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				。

（1）分子中含有两个苯环；（2）分子中有 7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3）不能与 FeCl3 溶液发生显色反应，但水解产物之
一能发生此反应。

测试要求
通常以环状烃的含氧衍生物为参照对象，考查学生对官能团特征反应、官能团的异构形式、不饱和度等基础知识储
备；考查学生对称性的判断、逻辑分析与推理及化学用语规范表达的能力。

命题形式
融入“有机综合题”，通常以题干中“合成路线流程图”的某物质为参照对象，提出性质与结构须满足的条件，要求
推断符合条件的同分异构体，并用结构简式表达推断结果。

表 2			真题前测的统计分析 [2]	[3]

试题 2014-17 2013-17

参考
答案 H3C

			O
		‖
OCH

H3C O

H3C CH3

CH3

			或			

																	O
														‖
CH3—CH—C—CH—CH3
								｜								｜
									CH3						CH3

典型
错误

①	H3CO

			O
		‖
OCH 					②	 CH3

					O
				‖
O—C

③	 CH2

			O
		‖
OCH 							④	 O CH3

					O
				‖
H—C

①	

					H3C				CH3
								｜	｜
CH3—C—C=O
								｜	｜
					H3C				CH3

					②	
		O
	‖ 						③	

H3C OH

H3C CH3

④	H3C OH

错误
归因

①分子中比 B 多1个氧原子
②分子中有 7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
③不能水解生成酚
④不能发生银镜反应

①羰基上的碳超出 4 价
②分子的Ω比 E 大 2
③分子中有6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
④分子中有4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

（6）通过仿真训练和错误归因等体验提振备

考信心。

4	 备内容——增减有据，精减陈述性知识，

优化程序性知识

内容涉及化学基本概念——陈述性知识、分

析问题的一般方法——程序性知识。

备内容，依据“考点”的知识范围聚焦解题必

备的基础知识（见表3），精减“考点”的知识配备，

给学生最简单、最精炼的知识，减轻备考的知识负

担。依据“考点”的能力要求提炼解题必经的思维

路径（见表 4），建构“解题”的思维模型，给学生

最清晰、最有效的方法，提高备考的能力水平。

5	 备流程——讲练融合，活动引领建构，评

价促进提高

流程规划了课堂教学的环节与目标，师生活

动的方式和方法，合理的教学流程是高效教学的

·案例研究·
聚焦课堂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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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必备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

热点官
能团的
特征反

应

羟基：与金属钠反应放出H2

羧基：与碳酸钠反应放出 CO2

酯基：水解反应

醛基：银镜反应（或与新制氢氧化铜共热生成红色
沉淀）

酚羟基：与 Fe3+ 显色

常见结
构不饱
和度

双键、单键环Ω=1，叁键Ω=2，苯环Ω=4

官能团
异构及
空间对
称性

双键与单键环，羟基与醚键，醛基与酮基，羧基与
酯基，醇羟基与酚羟基
羧基（酯基）拆分为醛基（羰基）+ 羟基（醚键）
羟基、醛基、羧基、酯基等官能团本身不具备对称
性；碳碳双键、碳碳叁键、醚键、羰基等官能团本
身具备对称性

苯环上
不同环
境氢的
种类
判断

有机物结构
不同化学环境

氢的种类

R1 R2

R1、R2 相同 2

R1、R2 不同 4

R1

R2
R1、R2 相同 3

R1、R2 不同 4

R1 R2

R1、R2 相同 1

R1、R2 不同 2

基本保证。备流程，需围绕教学目标，遵循认知规

律，符合逻辑顺序，规划好教师和学生的活动（见

图1）[4]。

借助“测试真题体验”和“真题深度剖析”2

个环节（以 2014 和 2013 年考题为素材），体验“考

点”的考查规律，明晰“考点”在测试中的知识与

能力要求。

复习
流程：

复习
流程：

复习
流程：

测试
真题
体验

提供
案例
组织
讨论

体验
要求
揭示
规律

真题
深度
剖析

解析
答案
解读
规律

明确
知识
能力
要求

典型
错误
归因

捕捉
错例
归因
分析

讨论
交流
思维
纠偏

聚焦
陈述性
知识

精选
必备
基础
储备

自主
回忆
夯实
基础

优化
程序性
知识

提炼
解题
一般
方法

建构
思维
模型

仿真
变式
训练

精选
练习
信息
反馈

限时
训练
及时
质疑

图1			教学流程图

借助“典型错误归因”（以 2014 和 2013 年考

题的前测结果为依据）查找错误产生根源，帮助学

生认识自身存在的知识漏洞和能力缺陷，明确继续

努力的方向。

表 4			解题程序性知识

思维模型 思维建模

（1）官能团分析：
①由有机物的性质推断
官能团（案例1）
②由异构组合和对称性
要求筛选官能团（案例 2）
（2）其他原子团分析：
①结合限定原子团和分
子组成推断（案例1）
②依据不饱和度筛选（案
例 2）
（3）原子团结合方式分析：
结合不同化学环境氢的
种类的要求，分析分子
的对称性，确定基团的
连接方式
（4）写出有机物的结构简
式
（5）结果验证：
从分子组成、性质要求
及不同化学环境氢的种
类等角度验证推断结果
的正确性

[ 案例1：2014-17]	（1）依据“能发生银镜反应，其水解产物之一与 FeCl3 溶液发生显色反应”推断：分

子结构中含有	

			O
		‖
OCH

（2）依据“分子中含有两个苯环”及分子组成（C14H12O2）推断：则除	

			O
		‖
OCH	与	 	外，还含有1

个-CH3 或 -CH2-
（3）依据“分子中有6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且除苯环外分子中已具有 2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
推断：两个苯环上只能具有4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则每个苯环上应连接两个不同的对位取代基。

（4）写出推定物质的结构简式：H3C

			O
		‖
OCH

（5）逐一验证所写结构简式的分子式、给定性质及不同化学环境氢的种类是否符合要求。

[ 案例 2：2013-17]	（1）依据分子组成（含 1个氧原子，且Ω=1），备选含氧官能团为羟基、醚键、醛基、
羰基，依据“只有 2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的高度对称要求，筛选出本身具备对称的因素醚键和羰基。
（2）结合分子式（C7H17O）推断：若官能团为醚键，剩余 7 个碳原子可形成环烷基或烯烃基；若官能团为
羰基，剩余 6 个碳原子形成 2 个烷基。
（3）依据“存在 2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推断烃基部分需高度对称。若为醚，只能是连接 4 个甲基的
环醚；若为酮，2 个烷基只能是异丙基。

（4）写出推定物质的结构简式：若为醚，
H3C O

H3C CH3

CH3
；若为酮，

																	O
														‖
CH3—CH—C—CH—CH3
								｜								｜
									CH3						CH3

（5）逐一验证所写结构简式的分子式、给定性质及不同化学环境氢的种类是否符合要求。

·案例研究·
聚焦课堂

·精品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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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聚焦陈述性知识”和“优化程序性知识”

2 个环节，精减“考点”的知识配备，减轻备考的知

识负担，优化解题的思维模型，提高备考的能力水

平，追求陈述性知识最简化，程序性知识最优化。

借助“仿真变式训练”（以 2015 和 2012 年考

题为素材），反馈复习效果，落实评价目标，进一

步做好陈述性知识的查漏补缺、程序性知识的矫

正激活，获得积极体验，提振应试信心。

“教- 学 -评一致性”指向有效教学。清晰

的目标是“教- 学 -评一致性”的前提和灵魂，它

依赖于对考情和学情的把握；合理的流程是“教-

学 -评一致性”的基础和保障，它得益于教师先进

的教学理念和良好的专业素养。依据考情与学情

制定教学目标，围绕教学目标规划教学内容和流程

是高三二轮复习备课策略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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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炼中的科学风险”主题式教学及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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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初中生认知科学风险、发展风险决策能力，结合初中化学教材“钢铁冶炼”的内容，尝试了主题式“风险教育”

的课堂教学，提出了“认知 -评估 - 决策”整体推进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科学风险；风险决策能力；化学教学；主题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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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与设计思想

科技风险教育活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引导学

生正确理解科学的作用，具备科技关涉的责任伦

理意识，形成良好的科技风险素养 [1，2]。传统的学

校风险教育活动仅仅在于培养学生应对自然灾害、

突发事故及流行疾病等所必要的自救自保的技巧

和能力，存在不能完全呈现客观存在的各种风险，

且形式与内容严重脱节等显见弊端 [3]。

“钢铁冶炼”是沪教版初中化学教材第 5 章

的主要内容之一，传统上其教学从理论到实践，都

没有涉及“风险教育”，致使学生的“风险意识”几

乎为零：氧化铁肯定能还原生成铁；实验都是百分

百成功的；生产是绝对安全的；“三废”排放对环

境和生态的影响只是文字上的感觉……“风险决策

能力”更是无从谈起。如果重新审视这些被忽视

的内容，并加以合理重组，那么“科学风险”的多

种表现形式：认知风险、实验风险、生产风险、环

境与生态风险等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风险决策

能力”以及科学认知态度、遵守实验安全规程、正

确应对实验意外、安全生产的意识、环境生态影

响的警觉等都能在学生的反应得以表现。

按现行课标的三维教育目标，“科学风险”和

“决策能力”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内容，

这种隐性教育功效是在常规教学中难以显现的。

·精品课例·
聚焦课堂

*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教育部重点项目“理科教育中的科学风险认知与决策能力研究”（课题批准号：DHA14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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