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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高考改革不断推进， 化学作为自然科学
领域的重要学科， 其复习备考策略面临着新的挑战
与机遇。 结合其他省份的新高考试卷，新高考化学不
仅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更注重对学生综
合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考查。 如何有效应对新高考化
学的难点、痛点，并准确把握提分点？ 周口市第一高
级中学化学教师赵电与大家分享他的“三点”见解。

“第一要关注难点。 新高考化学复习备考的第一
大难点在于知识体系的构建与思维模式的转换。 高
中化学知识点繁多，且各知识点间相互关联，构成了
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网络。 学生复习过程中往往
难以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成体系， 导致解题时无法
快速准确地调用相关知识。 ”赵电认为，课堂上师生
难以产生共鸣，就会导致复习的盲目性，达不到理想
效果。

如何应对这一难点？ 赵电表示，学生应首先明确
复习目标，制订科学的复习计划。 复习过程中，注重
知识点的串联与整合，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制作知识
卡片等方式，帮助自己构建清晰的知识体系。 同时，
加强思维训练，特别是逻辑推理、归纳总结、批判性
思维等能力的培养， 以适应新高考对思维能力的高
要求。

“第二要击破痛点。 化学实验是新高考化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许多学生复习的痛点。 实验操作不
规范、数据记录不准确、数据分析能力薄弱等问题，
往往导致学生在实验类题目中失分较多。 ” 赵电认
为，应对这一痛点，学生需要加强训练，提高实验操
作和数据分析能力，这包括熟悉实验步骤、正确观察
实验现象、准确记录实验数据，能根据实验数据进行
分析和推理， 从而培养自己的实验创新能力和科学
素养。

“最后是把握提分点。 新高考化学复习备考的提
分点主要集中在高频考点和解题技巧上。 我们通过
分析历年高考化学试题可以发现， 一些常考知识点
如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元素周期律、化学平衡

等。 这些考点在考试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且往往与解
题技巧紧密相关。 ”赵电说，学生应重点关注这些高
频考点，加强对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和掌握。 同时，要
总结归纳各种题型的解题技巧和方法，如守恒法、差
量法、极值法、图像法等。

复习中，赵电认为，学生还需要注重答题规范，
避免非知识因素失分。 考试中，学生需要认真审题、
规范作答、清晰表达，确保答案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此外，学生还要学会合理分配时间，避免在某个问题
上花费过多时间，影响整体答题效率。

“总之， 化学复习备考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
程。 学生关注难点、击破痛点、把握提分点，全面提升
复习备考能力。 身为教师，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增
强学生的信心 ， 助力学生以奋起的姿态迎战新高
考。 ”赵电告诉记者。

聚焦“三点”全力备考
———访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化学教师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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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庄社区一号院，邻里之间有了矛盾纠纷，常常
会找从长顺。 在潘庄社区二号院，邻里之间有了矛盾纠
纷，第一时间会想到张新社。”在项城市花园街道潘庄社
区， 退休老干部从长顺和张新社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
如果邻里之间遇到矛盾纠纷需要调解，这两位老人就会
及时出现，他们被居民亲切地称为社区“和事佬”。

从长顺，家住潘庄社区一号院，今年 62 岁，是一名
退休老干部。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常常为邻居主持公
道，在潘庄社区一号院居民心中有很高威信。

2024 年年初，潘庄社区“左邻右舍矛盾调解室”在
吸纳人民调解员时，从长顺踊跃报名，最终如愿成为一
名人民调解员。

成为人民调解员以来， 从长顺时常深入街头巷尾、
居民家中，以实际行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024 年 6 月， 潘庄社区两位居民因土地承租产生
矛盾，从长顺获悉此事后，及时介入，从情、理、法的角度
多次向他们释法明理，最终成功调解了此事，从而避免
了更大的矛盾冲突。

“我退休后，能够站在‘百姓大舞台’上继续发挥余
热，为社会和群众做些有用的事情，我感到十分自豪。 ”
从长顺说。

而另一位 66 岁的退休老干部张新社， 也是潘庄社
区的一名人民调解员，家住潘庄社区二号院。

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因为房屋漏水、噪音扰民、
债务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时， 张新社都会主动站出
来，分析矛盾根源，倾听居民诉求，及时协调化解。 对暂
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会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到社区，
确保“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

为了做好调解工作、提升调解本领，从长顺、张新社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调解法》《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努力成为熟练
化解各种矛盾的“行家里手”。

潘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潘青说，潘庄社区是一个回迁
社区，由于人口密集、外来人员多、结构复杂，导致社区
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征，社区治理一度成了
“干部干、群众看”的独角戏。 “矛盾纠纷调解不了，社区
就和谐不了。 如果想要有效化解社区各类矛盾纠纷，还
真正少不了这些来自群众身边且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

部。 ”他说。
据了解，潘庄社区吸纳从长顺、张新社成为人民调

解员后，他们坚守“自家人”化解“自家事”原则，先后调
解居民各类矛盾纠纷 23 件， 其中调解成功的有 18 件，
把许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发挥人民调解工
作“第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

项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老干部局局长王照明表
示，从长顺、张新社退休之后发挥余热，满怀热情踏上了
人民调解之路， 在人民调解员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
用满腔热情妥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这种精神非常值得
赞扬和肯定。

退休再“上岗” 调解为人民

张新社、从长顺（右一、右二）正在调解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纠纷。

赵电（左）为学生讲解试题。

潘庄社区“左邻右舍”矛盾调解室成员工作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