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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市一中高三政治教研组

长 赵二彬）

今年高考文综政治试题可用 8
个字来概括“紧扣考纲，稳定持重”，
试题在命题立意、试题结构、材料选
取、语言表述、知识点考查等方面都
展现了这一特点。试题结构稳定，包
括经济、政治、哲学、文化4部分，分
值分别为30分、24分、26分、16分。

选择题中第13、14、16、17、18、20、
23题题肢表述的灵活性很强，无疑
更加体现了新课标高考对考生检索
和选用“知识库”中有用知识的考
查。非选择题第 39题第 3问“就如
何记住乡愁提两条建议”，属于开放
性试题，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求更高。

试题所考查的知识，基本上是
《考试大纲》规定的主干知识如价格
变动的影响、汇率与币值变化的影
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等都是教材的重点。

●历史（市一中高三历史教研组长

张会霞）

从整体来看，今年试卷历史题部
分保持稳定性，题型、分值不变，难度
适中。与去年相比，难度略微下降，

没有偏怪题型。中国史占主导比例
格外突出。从去年开始，中国史的板
块比重开始加大，今年更是如此，其
中8道选择题和主观题第40题以及
选做中的3道题都涉及中国史，共计
72分。

试卷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相
关内容，但传统文化、科技史的比重
在上升。试题形式多样，既有文字型
的材料题，也有图表、表格题和图画
题。其中，第41题仍然是开放性试
题，注重考查学生的能力和学科素
养，体现高考的选拔性功能。相比去
年第41题来说，难度有所降低，但要
得高分并不容易。

另外，考试更加注重考查周年事
件和时事热点，与时代紧密结合：2014
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第
30题折射了中日关系；第25、32题是
契合当下政治体制改革、法律的公平
正义的时事政治；第34题涉及社会保
障、养老金体制改革热点问题；第40、
48题涉及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第41
题涉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与当今中
国进入创新时代联系紧密。

●地理（市一中高级教师、市级名

师 杨湖浩）

今年高考地理部分试题与往年

相比总体变化不大，基本体现了高考
试题稳中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发展思
路。从整体上来说，试题注重考查考
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地理部分题型仍然是
单项选择、学科内综合、选修（旅游地
理、自然灾害与防治、环境保护）三类
题型。题型上与2014年保持一致，
试题难度相差不大。

试题注重对考生运用地理原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具有一定
的基础性、探究性和时代性。试题的
取材以生产生活为背景，考查学生学
以致用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关注生产。通过“过程与方法”，对考
生提取信息、逻辑思维、综合思维能
力进行重点考察，避免了通过“死记
硬背”“题海战术”获取高分现象的发
生，这成为今年地理试题的一个亮
点。例如第37题，以青藏铁路沿线
的冻土层为素材，让考生分析冻土形
成的原因、热棒工作的原理；第36题
以美国大盐湖为背景，分析卤虫生长
的条件，产业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题
目都很好地测试了学生根据所学知
识比较、判断、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有利于真正学懂知识、思维能
力强的考生脱颖而出。

高考完美落幕 试卷命题有何变化

我市部分名师点评高考试卷
□记者 傅纪元/整理 李英平/图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幕。今年高考命题有哪些特点，各学
科考题有啥变化，如何把握未来命题趋势，这对明年参加高
考的学子来说，显得格外重要。6月8日本报A3版报道了语
文试卷的相关情况。这里，本报邀请市一中部分名师继续为
考生们解读今年的高考试卷。

●常见题型居多
今年高考数学（文、理

科）试卷保持近年来一贯风
格，即“大稳定、小创新”的
设计理念。试卷仍然是注重
基础，贴近中学教学实际。
对于题型来说，大多是常见
题型，没有偏题怪题。难度
与2014年基本持平。

●试卷突出两特点
第一，试题的数量和题

型没有发生变化。整张试卷
仍然是 12道选择题、4道填
空题、5道解答题、3道选考
题。从考试的内容上看仍然
是以三角、数列、函数和导
数、概率统计、几何等重点知
识为主。这集中体现了重要
内容重点考查，主干知识反
复考查的原则。

第二，试题的排列顺序
和难易程度作了适当的调
整，体现了考点不变，考法变
化的思想。例如文科卷的第
17题由去年的数列换成了解
三角形，计算量降低了，得分
率会有所提高；第12题和第
21题难度加大，得分率会降
低一点。

第 19 题概率题（文、理

科同题）难度也相
应有所提高。这
道题比 较 新 颖 ，
立意深刻，体现了
用 数 据 去 分 析 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考生必须具备
处理数据的相应能
力和方法，才能突
破此题。

理科题难度比去
年有所提高的是第16
题，有一定的综合
性，基础知识不扎实的
同学难以下手，估计得分率
会较低。难度有所降低的题
目是数列第 17 题和导数应
用第21题。另外，解析几何
第20题，比较常规，与去年
相比，难度和计算量都不大，
没打算做这道题的同学要吃
亏了。

●复习备考建议
第一，注重数学原理和

基本知识；第二，重视生活
中的数学；第三，注重在运
算中提高数学能力，在培
养数学能力过程中加强运
算能力，运算和能力要融为
一体。

今年高考英语试题难
度与2014年基本持平，没有
出现偏题、怪题，继续坚持
注重基础、突出能力的命题
原则。

1.在试卷结构上，依次为
听力、阅读理解、完形填空、
语法填空、短文改错和书面
表达。今年我省对听力的考
查仍然采用不计入总分的方
式。

2.阅读理解部分，注重
考查考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
的能力，文章篇幅适中，长难
句较少，语言以基础词汇为
主。文章没有涉及让考生难
以读懂的科普文，但更加注
重对大意的概括、信息的推
论、作者态度、写作手法等方
面的考查，这不但要求考生
能够读懂文章，还要对所输
入的信息进行消化、判断，得
出结论。考生会有文章易读
懂，做题难抉择的感觉。七
选五是关于“建立信任”的话
题，内容贴近生活，考生较容
易理解。

3.完形填空是一篇记叙
文，讲述一篇感人的小故事，
引发人们的思考。设题全部
语境化，没有涉及近义词辨
析、语法项目这一类题。考
生须通过对上下文的逻辑关

系进行推敲，从本文的语境
中得出正确答案。

4.语法填空是从2014年
开始启用的一个新题型，要
求考生或根据所给选项写出
正确的词性或词形，或根据
上下文自己补充完整，这样
的语法考查方式，考生仅靠
记忆或孤立的语法知识学习
是无法完成的。

今年语法填空仍采用短
文形式，考点主要集中在时
态、非谓语动词、定语从句、
名词变复数、代词、形容词和
副词等方面。把对考生基础
语法知识的考查放在一篇小
短文中，更加注重学以致用，
考题难度中等。

5.短文改错中出现的都
是平时很常见的错误，但由
于试题本身的特点，部分考
生难以识别出错误，因此该
题的得分率多年来一直都不
是很高。

6.书面表达今年回归传
统的、半开放性的书信作
文，考生应该不会感到很
难，但要写出彩不容易。从
评卷来看，近几年作文的平
均得分呈下降趋势，因此该
题重在考查考生的语言基本
功底，也就是综合运用语言
的能力。

2015 年新课标理综全国卷 I 的
试题风格和命题思路与去年相比基
本保持不变，难度与2014年相当。

●物理部分（市一中高三物理教

研组长 郭春发）

与 2014 年相比，今年试题有两
处小变化，一是实验第22题，形式更
像2012年新课标I卷的第22题，要求
学生的分析能力更高，本题是以运动
模型为基础的；二是选修部分考查形
式略有变化，第一个问题由原来的5
选3变为填空形式，并且分值相应减
少。

整张试卷对物理学科的主干知
识考查更全面、更注重对物理模型和
方法的考查，如第14、17、21、22题对
圆周运动模型，第 18题对平抛运动
模型，第25题对板块模型的考查等
都很突出。试卷很多地方都给人似
曾相识的感觉，如第24题可以说是

2012年新课标I卷第22题的改编题，
第 25 题与 2013 年新课标 II 卷第 25
题相似。总体难度与去年相差不大，
难度系数也应该在0.51左右。

●化学部分（市一中高三化学教

研组长 李忠言）

选择题仍然以考查基础知识为
主，同时在考查问题的方式上力求创
新，比如第9、13题；注重学生对新信
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的考查，比如第
28题考查了大学教材上的质量作用
定律，让考生结合高中知识理解并运
用质量作用定律；注重学生实验设计
能力和学科用语的考查，比如第26
题要求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并用学科
语言严谨表述，但是从考查内容上不
再是已经连续3年的有机实验，而是
无机实验。总体来讲，这份试卷难度
适中，无偏题怪题，有利于学生的发
挥，是一份有很好区分度的试卷。

●生物部分（市一中高三生物教

研组长 张晓亚）

与2014年新课标I卷相比，生物
试题内容的考查与考纲要求相符，无
偏题怪题，题目难易比例得当，总体
难度稳中有降。试题注重基础知识
的考查，命题灵活，通过设置新情境，
考查学生对核心知识的理解与应
用。试题延续了近几年全国卷的命
题风格，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平
和之中突出对学科素养、信息提取和
转换与应用能力的考察。

就考查的具体内容来说，整个试
卷对高考大纲必修3的考查偏多，对
实验知识的考查糅合在了必考题和
选考题的部分题目中。选考题的命
题特点与去年全国卷第40题相似，
除考查了选修部分的核心知识外，试
题还体现了选修与必修模块知识的
联系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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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市一中高三数学教研组长、高级教师 陶红霞）

英语
（市一中高三英语教研组长、高级教师、省级骨干教师 兰民光）

理科综合 无偏题怪题 多道试题似曾相识

文科综合 紧贴时事热点 注重个人能力 死记硬背难得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