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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指导

■陈寅

2017 年 5 月， 上海高三学子即将

迎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等级性

考试， 化学等五门等级性考试将首次

亮相。 目前正是高三学生投入复习迎

考 的 关 键 时 期 ， 化 学 等 级 考 的 复 习 ，
我有一些个人的体会和建议。

重视内容与要求的变化

原先高考命题的依据是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于 2004 年颁布的 《上海市中

学化学课程标准 （试行稿）》， 为适应

高考新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 2015 年

又颁布了 《上海市高中 7 门学科课程

标准调整意见》。 该 《调整意见》 删除

和调整了 2004 版课程标准中的部分主

题与条目， 如删除 “弱电解质电离平

衡常数 Ki”、 “氯碱工业和电解池的改

进 ” 等 主 题 和 “ 氨 基 ” “ 硫 化 氢 ”
“镀锌铁皮锌的厚度测定” 等条目。

今年二月开学初， 高三学生又拿

到了最新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

究室组织编制的 《上海市高中化学学

科教学基本要求》， 这是上海市高中化

学学科教材编制 、 课堂教学 、 考试评

价的依据。 在 《上海市高中化学学科

教学基本要求》 中对上述两份文本规

定 的 学 习 内 容 又 进 行 了 微 调 ， 如 对

“钢 铁 的 冶 炼 ”、 “苯 酚 ”、 “比 较 苯

酚、 乙酸、 碳酸的酸性强弱 ” 等不做

要求。 这些考试范围与内容的重要变

化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要有所准备。

重视题量与题型的变化

原 先 高 考 化 学 试 卷 满 分 150 分 、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现在改为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 60 分钟。 由于分值和考

试用时都减少了 ， 因此题量与题型都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例如 ， 试卷由选

择题和综合题组成， 选择题为 20 道左

右的单项选择题 ， 综合题则由 4 道左

右的大题构成。 此外 ， 等级考的难度

会控制在合格考和原来 “加一 ” 考试

的难度之间。
综 上 ， 试 卷 一 方 面 会 减 少 题 量 ，

另 一 方 面 又 会 兼 顾 知 识 点 的 覆 盖 面 ，
所以等级考主要考查的是化学学科的

主干知识与核心概念 ， 这些变化师生

在复习时应把握明确。

注重主干知识与核心概念

复习要重视主干知识和核心概念，
抓住基本分， 切勿眼高手低 。 建议大

家， 首先对主干知识进行有序 、 系统

地梳理； 其次还要在脑中形成学科的

体系和框架， 要把知识网络化 、 模块

化， 便于考试时快速提取与重组 ； 第

三精准领会核心概念的含义 ， 不能一

味盲目地 “刷题”， 仅靠 “刷题” 来复

习与巩固概念， 这将会本末倒置 。 以

下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例 1， 一般情况下， 前者无法决定

后者的是 （ ）。
A.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元素在

周期表中的位置

B. 弱电解质的相对强弱———电离

常数的大小

C. 分子间作用力的大小———分子

稳定性的高低

D. 物质内部储存的能量———化学

反应的热效应

这道题很好 ， 着重考查了学生对

概念本意的理解和掌握 。 对于某些拼

命 “刷题” 的同学而言 ， 遇到这种类

型的试题也许会有些不适应 ， 归根结

底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掌握概念 ， 只

追求做题的速度和 “直觉”， 同时也忽

视了题目所涉及的概念的意义与价值。

注重学科素养与学科思维的
积累

化 学 学 科 主 要 的 核 心 素 养 包 括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变化观念

与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等， 这些素养体现了具有化学学科特

质的思想和方法 。 学生在迎考期间会

接触较多的试题 ， 我们要善于发现和

总结题目背后隐藏的学科思想和方法。
由于等级考主要考查的是学科的主干

内容和核心概念 ， 所以这些思想和方

法在解题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例 ２： 生活中不可将漂粉精与洁厕

灵 （含有盐酸） 混合使用 ， 是因为二

者会反应生成 （ ）。
A. 次 氯 酸 B. 高 氯 酸 C. 氯 气

D. 氧气

例 ２ 蕴含了两种化学思维的取向，
一是复分解反应， 二是氧化还原反应。
如果是复分解反应则反应生成次氯酸，
涉及选项 A 和 D，但考虑题目的“潜台

词”是漂粉精与洁厕灵混合使用后会生

成有害的物质，则可排除 A 和 D。 如果

是氧化还原反应， 涉及选项 B 和 C，漂

粉精有效成分次氯酸钙 Ca (ClO)2 中+1
价 Cl 跟 盐 酸 HCl 中 -1 价 Cl 发 生 归

中 反 应 生 成 有 毒 的 氯 气 ， 推 断 合 理

且符合题意 ； 而选项 B 高 氯 酸 HClO4

中的 Cl 为+7 价 ， 违 反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规律 。
虽短小但充分体现化学学科的思

维逻辑， 耐人回味 ， 对于这类的题目

学生应该做深做透， 以一当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

级中学化学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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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奥富

类似今日的数学竞赛模式是从匈

牙利开始的。 1894 年， 为纪念数理学

会 主 席 埃 沃 斯 （Eotvos） 担 任 教 育 部

长， 匈牙利举行了以埃沃斯的名字命

名的中学生数学竞赛 。 随后 ， 数学竞

赛在东欧各国相继开展。
在 苏 联 ， 1934 年 的 列 宁 格 勒 ，

1935 年的莫斯科， 分别组织了地区性

的数学竞赛， 并称之为 “中学数学奥

林匹克”， 认为数学是 “思维的体操”，
数学竞赛与体育竞赛有着许多相似之

处， 有很强的竞技性 ， 都崇尚奥林匹

克 精 神 ， 从 此 这 类 数 学 竞 赛 就 有 了

“数学奥林匹克” 这个名称。
在美国， 1938 年开始举办低年级

大学生的普特南数学竞赛 ， 很多题目

是中学数学范围内的 ； 普特南竞赛中

成绩排在前五位的人 ， 就可成为普特

南会员 （PutnamFellow）。
1956 年 ， 罗 马 尼 亚 的 罗 曼

（Roman） 教授倡议举办国际数学奥林

匹克 （IMO）， 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
1959 年 7 月， 在罗马尼亚古都布拉索举

行了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1965 年

芬兰加入， 接着法国、 英国、 意大利、
瑞典、 荷兰等也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陆

续加入。

奥数曾被称为趣味数学

奥数在我国曾经被称为 “趣味数

学”， 因为奥数题中， 尤其是在小学奥

数题中， 许多都带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游

戏性。 这类奥数题， 题面看似简单， 几

乎人人都能看明白； 题意生动有趣， 但

很有迷惑性； 求解的方法很多， 绝大多

数人只会用笨办法做， 麻烦、 费时， 而

正确快捷的解答方法往往简单巧妙。
比如 ， 甲 、 乙两人同时从两地出

发， 相向而行 ， 两地距离是 １１ 千米 。
甲每小时走 ６ 千米 ， 乙每小时走 ５ 千

米， 甲带着一条小狗， 狗每小时跑 １２
千米。 这只狗同时同甲一起出发 ， 当

它碰到乙后便转回头跑向甲 ； 碰到甲

又掉头跑向乙……如此下去， 直到甲、
乙两人相遇。 问 ： 小狗一共跑了多少

千米？

这 也 是 小 学 数 学 里 的 行 程 问 题 ，
凡 学 过 行 程 问 题 的 人 都 能 看 懂 题 意 。
央视曾经有一档节目专门讨论奥数问

题， 其间主持人就举出这个例题 ， 他

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例题来说明奥数

题是多么荒诞和不可思议。
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 想想看 ， 这

狗得来回跑多少趟呀 ！ 按常规 ， 我们

应该一趟一趟地进行计算 。 这将是非

常复杂的计算过程 ， 基本看完题目就

要傻眼了。 据说这还是一位外国朋友

当年给苏步青教授做的题目。
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 ， 完全在学

生所学知识的范围内 。 甲 、 乙两人和

狗在这个过程中所花的时间是完全一

样的， 只要先计算出甲 、 乙两人从出

发到碰面所花的时间就行 ， 而这对于

学过行程问题的小学生来说是很简单

的， 甲、 乙两人步行 １ 小时就会相遇。
已知了狗的速度 ， 再求得狗所花的时

间， 那么很快就能算出狗跑 12 千米。
没见过这类题目的孩子 ， 一开始

肯定不会做， 但一经讲解 ， 就恍然大

悟。 这是一道典型的奥数题 ， 起初的

“难” 与后来的 “易” 对比强烈， 真是

很奇妙， 很有趣 。 这个题目考查的就

是能否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 ， 将学过

的知识灵活运用。
数学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 世界

上最权威的分类法大概把数学分成了

几十个大类， 一百多个小类 。 从小学

高年级的一元一次方程开始算起 ， 一

直 到 高 中 毕 业 ， 在 七 八 年 的 时 间 里 ，
我们所涉及的数学类别也就是平面几

何、 三角函数、 线性方程 （组）、 解析

几 何 、 立 体 几 何 、 集 合 论 、 不 等 式 、
数列等等。 作为数学教育 ， 当然应该

以这些内容为主 ， 因为它们是数学的

核心方法和领域 ， 但是这些内容就连

初等数学的范畴也没有完全覆盖。
奥数中有我们平常数学课上所不

讲、 也没有时间去讲的一些数学分支的

基础内容， 比如图论、 组合数学、 数论

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数学思想， 比如构

造思想、 特殊化思想、 化归思想等等。
在小学中低年级奥数中， 还有很多内容

是来自中国古代数学专著的方法和思

想， 比如 “盈亏问题”， 比如 “鸡兔同

笼”； 还有如小学高年级或中学奥数中

要介绍的 “中国剩余定理” 等等。 其中

凝聚了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超凡智慧， 并

且与西方的数学方程思想很不一样， 独

辟蹊径， 自成一派， 这也是中华优秀文

化遗产的一部分。 但这些内容在常规的

数学教学中也很少讲解。
但是 ， 奥数的 “难 ” 不是基础知

识都还没完全搞懂的 “难”， 更不是因

为还没有学过相关基础知识的 “难 ”，
而是虽然已经学过并搞懂了基础知识，
但由于题目的巧妙 、 迷惑 、 曲折 ， 使

你很难发现很难想到的那种 “难”。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地归纳一下： 奥

数就是有趣味的、 有较大难度的、 有好

方法解决的、 用来竞赛选拔的数学。

奥数热中， 大量假冒伪劣数
学题浮出水面

随着奥数热度的上升 ， 在一些非

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 ， 在一些不

具 备 奥 数 培 训 能 力 的 老 师 的 课 堂 上 ，
难免会出现一些 “假冒伪劣 ” 的奥数

题， 需要大家加以区分。
首先 ， “脑筋急转弯 ” 的试题不

是奥数。 例如 ， “北京大学本科读多

少时间？” 四年吗？ 不对， 答案是 “两

秒”。 这根本不是数学， 把这种题放在

数学试卷中， 那是 “逗你玩”。
其 次 ， 个 别 胡 编 乱 造 的 “教 材 ”

和考题更不是奥数 。 例如 ， 一道题目

为 ： 将 1 到 10 按 “ 1， 3， 7， 8；
2， 4， 6； 5， 9； 10” 分成 4 组， 请问

是按什么来分的 ？ 答案竟然是按汉语

拼音的声调来分的 。 还有一些题目错

误百出， 所配的几何图形明显不合比

例， 甚至所给的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

数字竟然违背了勾股定理 ！ 甚至还有

些考题根本就无解……这都属于胡编

乱造， 与奥数不相干。
比较有争议和容易混淆的是所谓的

“超前内容”。 一般来说， 过于超前的数

学内容不属于奥数， 尤其是小学阶段，
不能说五年级的课堂数学就是四年级的

奥数， 六年级的课堂数学就是五年级的

奥数。 我们甚至看到， 有些所谓的小学

奥数竞赛题必须要用到初中的数学知识

才能解答， 而对于具备了初中数学知识

的学生来讲， 那些题目其实很简单， 既

不巧妙， 也没有更为直观的解题方法，
那些都不能称为奥数。

奥数是课堂数学的扩展及适当延

伸， 主要是横向的扩展 ， 也有少量纵

向的延伸， 但纵向的延伸必须是适当

的、 有限的， 是那个年龄段里学有余

力的学生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比 如 在 诸 多 小 学 奥 数 的 教 材 中 ，

三、 四年级的奥数题中普遍都有可以

用 一 元 一 次 方 程 来 轻 松 解 决 的 问 题 ，
甚至有看起来要用二元一次方程组来

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 ， 小学生在五

年级左右才会学习一元一次方程 ， 到

了六年级甚至初中才会学习到二元一

次方程组的知识。
这些并不属于奥数 。 在比较优秀

的奥数教材中出现的这类题目通常并

不是用超前的方程方法来解决的 ， 而

是通过不那么抽象的方法 ， 比如画线

段图等直观方法来分析解决的 ， 是为

了让学生在解题中提高思维能力 ， 而

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答案 ， 这正是奥数

的特色之一。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得到

答案而让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提前学

习方程， 那么这样的数学题及其教学

方法都不属于奥数 ， 这样的超前教学

只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奥数教育， 尤其是小学奥数教育，

绝不提倡 “提前学”， 因为：
1、 那些知识到时间老师就会教 ，

“提前学” 是一种重复学， 总体看是浪费。
2、 教育专家编制的教学大纲是根

据知识的连贯性及先后顺序 ， 根据大

多数学生在不同年龄段所接受和理解

能力安排的， “提前学 ” 违背教学规

律， 拔苗助长， 容易对学生造成伤害。
3、 即使有部分 “提前学” 的知识

相对独立而不是连贯的 ， 是低年龄段

的 学 生 也 能 接 受 理 解 的 ， 但 要 知 道 ，
教学大纲也是根据学生能够投入的合

理时间来安排的 ， “提前学 ” 无疑挤

占了学生合理的支出时间 ， 牺牲了学

生其他方面的学习和锻炼。
总之， “提前学”、 “提前考” 违

反了教育的客观规律， 它们不是奥数。
这个说法应该没错 ， 奥数确实比

较难， 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 少数

学有余力的学生理解能力强 ， 学习效

率 高 ， 有 多 余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可 以 投

入 。 此 外 ， 并 非 所 有 的 难 题 都 是 奥

数 ， 不 要 被 市 面 上 的 培 训 机 构 所 迷

惑 。

■李侠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柏 拉 图 在 《理 想

国》 的最后一节， 借苏格拉底之口指

出 ： 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道路 。
这 里 的 向 上 的 道 路 ， 包 括 智 慧 与 美

德， 究其实质是指追求至善之路。 回

到生活世界， 所有向上的道路一定是

在规范的约束下得以实现的， 这就是

伦理在维系生活世界的秩序时所起到

的作用。 生活世界是由人类的多维观

念与行为共同构成的， 这就要求构成

生活世界的所有维度都要指向至善 ，
否则 ， 总体向上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
联系到当前， 全国上下都在热议 “万

众创新 ， 大众创业 ”， 让人振奋的同

时， 也引发我们对于创新行为的未来

走向的关注。
客观地说， 推出 “万众创新， 大

众创业” 的决策， 是一项非常及时与

有效的吸引、 集聚民间智力的重大战

略抉择。 它在观念层面上的进步体现

为 ： 从 解 放 生 产 力 向 解 放 智 力 的 转

型， 这也应和了经济体制由粗放型发

展向精细化发展的彻底转型， 也更符

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求， 因而其意

义更为深远。 这是由于知识的分布特

点决定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

耶克早就论证过： 知识是以分立的形

式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 没有人可以

拥有所有知识， 这些知识遍布于社会

生活的所有角落， 也是无法用完全计

划模式来充分利用的， 只有依靠市场

的力量来实现知识的积聚。
众所周知， 这些分散的知识是任

何一个社会的宝贵资源 ， 闲置不用 ，
显然是巨大浪费。 那么， 如何让这些

分立的知识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发挥

作用呢？ 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政策安

排来吸引、 积聚那些分散的知识与智

力资源， 从而达到知识资源的充分利

用。 要实现这个目标， 只有通过市场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与创业热情， 实现

知识的重新配置与组合， 再辅以小微

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措施， 从

社会中提取分散知识的宏伟构想就可

能变为现实， 在治理理念上， 这是一

次把政策工具带来的直接收益完全让

利于社会从而繁荣社会的精妙构思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创新？

由于近年来国内在科技领域取得

的有世界影响的原始重大创新成果比

较 少 ， 公 众 逐 渐 形 成 一 种 创 新 “稀

缺” 的心态， 这种错误认知对于未来

的创新的发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为

了破解这种由创新稀缺带来的 “管窥

心态 ”， 我们需要回到创新的原初定

义， 即广义创新， 而非狭义的科技创

新。
创新包括方方面面， 远不像公众

所认为的那样远离日常生活， 它就在

我们身边， 只有把视野扩展开来， 人

们才能积极投入到创新、 创业的洪流

中去。 为此， 可以把创新空间简单划

分一下： 根据支撑条件与技术含量的

状 况 ， 创 新 的 存 在 形 态 大 体 分 为 三

类 ： 高 端 创 新 、 中 端 创 新 与 低 端 创

新 ， 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新空间布局 。
如果三类创新能同时存在， 并且各类

所占比例合理， 那么， 就能最大限度

发挥散落在社会各个层次上的知识与

智力资源， 从而实现知识资源的充分

利用； 反之， 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关注

高端创新， 有意忽视甚至无视中、 低

端创新， 必然造成整个社会部分知识

资源的被浪费， 同时， 一旦高端创新

表现不佳， 就会快速在公众中造成创

新稀缺的印象， 并加剧群体的管窥心

态的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大众创新 、

万众创业” 的政策安排， 恰好起到了

解决我们长期忽视的两个困难问题 ：
其一， 利用中低端创新快速提升整个

社会的创新短板， 使创新链条得以完

整连接起来并覆盖整个社会空间， 达

到充分利用社会的闲散智力资源的目

的 ； 其二 ， 创新是不可计划的行为 ，
广泛的创新、 创业激活了闲散的社会

智 力 资 源 ， 并 有 助 于 形 成 知 识 的 提

取、 积聚与竞争的发展路径， 从而为

高端创新提供一个不断提升的基准条

件。
其实， 这种从中、 低端开始的创

新， 对于高端创新形成了有效的补充

与倒逼机制， 而且这种广泛的中、 低

端创新也符合我国当下的社会基础支

撑条件的供给现状， 这才是这项政策

意义最为深远的着眼点所在。 据我们

前期研究提出的创新支撑五要素框架

模型 （制度、 经济、 人力、 文化与舆

论要素） 可知， 高端创新的实现需要

比较苛刻的支撑条件， 而中低端创新

则可以在条件不是充分具备的情况下

开展工作 。 随着中低端创新的实现 ，
必 将 为 高 端 创 新 的 实 现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这就相当于巴西足球与中国足球

的区别， 由于前者有众多的中低端足

球俱乐部的存在， 才有巴西足球的高

端表现， 而后者只关注高端的国家队

建设， 忽视中低端发展， 其结果自然

是乏善可陈， 无源之水， 岂可流长。
创新作为人类的一种利用知识与

智慧的行动 ， 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 ，
其未来的走向也有两个出口： 向上的

道路 （善的出口） 与向下的道路 （恶

的出口 ）。 不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还

是团体， 在其最低共识基准面上， 都

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向上与向

下的道路都能提供这种最低目标， 那

么， 在没有相应约束的情况下， 选择

向下的道路也是符合行为主体收益最

大化原则的。 比如利用知识制造与开

发新型毒品， 这些都是创新， 也都能

取得不错的收益， 但他们带来的后果

却是严重危害社会。 故而， 创新并不

是价值中立的。
创新的 “新 ”， 并不能必然保 证

一种行为是善的， 因而， 也就不一定

走 向 上 的 道 路 。 虽 然 伦 理 学 流 派 众

多， 观点各异， 但无外乎从道义入手

（探究动机）， 或者从结果切入 （功利

主 义 ）， 其 考 量 的 指 标 却 是 相 同 的 ，
即善与恶。 为了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

性， 可以对行为的动机与可能结果联

合考虑， 最大限度地保证创新符合伦

理要求， 对此， 根据动机与结果的排

列 组 合 会 有 四 种 结 果 ： 1、 动 机 善 、
结果善； 2、 动机善、 结果恶； 3、 动

机 恶 、 结 果 善 ； 4 动 机 恶 、 结 果 恶 。
不难发现， 即便按照最简单的结果出

发， 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 只有四分

之一的行为选择是符合伦理要求的 ，
即第一种情况， 其他三种情况都不符

合伦理学原则， 其中， 有一种情况容

易引起争议， 即动机恶、 结果善的组

合， 按照伦理学的要求， 这也是应该

被禁止的， 毕竟道德运气是一项非常

不确定的情况。 通过这个分析， 我们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狭义科技创新是

需要科技伦理来维护， 而广义创新行

为则需要伦理来约束， 否则， 在求新

的名义下就会出现诸多违背伦理的行

为， 而这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向是矛

盾的， 其潜在风险也是不能忽视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警惕那些让孩子超前学习的“假奥数”

化学学业水平考：注重概念与思维的练习

创新的存在形态大体分为三类： 高端创新、 中端创新与

低端创新， 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新空间布局。 如果三类创新能

同时存在， 并且各类所占比例合理， 那么， 就能最大限度发

挥散落在社会各个层次上的知识与智力资源， 从而实现知识

资源的充分利用。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 近 20 年中， 但凡家里有过读书的孩

子的， 几乎无人不知奥数。 城市里的小学生、 初中生大规模地学习奥

数， 堪称一大特色， 被称之为 “全民奥数”。 但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

种媒体， 以及许多名人都不断炮轰奥数， 参加学习的大多数学生更是

怨声载道， 家长叫苦不迭， 可见大家又是多么憎恨奥数。
可是奥数班依旧在全国遍地开花。 更吊诡的是， 当一些执法人员

去查禁奥数班， 竟然还会遭到学生和家长的反对。
这是怎么啦？ 不要以为从来都是如此。
20 多年前， 很多小学、 初中学校都有一些兴趣小组， 其中包括

数学兴趣小组， 那是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主报名参加的。 除了艺术

类的兴趣小组可能要自带或自己掏钱购买乐器之外， 其他小组不用交

什么费用， 甚至压根儿就没人想到这还要额外收费， 组织课余兴趣小

组原本就是学校的基本工作之一。
在小学、 初中的数学兴趣小组里， 自然要讲一些趣味数学， 介绍

一些难度高于一般课堂上的数学题。 通过这样的学习， 这些学生钻研

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数学成绩也大幅提高。 同样， 那些作文、 英

语、 棋类、 歌唱、 舞蹈、 篮球、 足球等等兴趣小组的学生， 都会有类

似的收获。 这正是举办各类学习兴趣小组的目的。
然而一切都在这 20 多年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尤其是数学兴趣

小组演变为今天的奥数班， 到了几乎无人不学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 那么， 奥数究竟要不要学呢？

当年的数学兴趣小组如何演变为今天的奥数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