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综合

物理：
注重基础、无偏难怪题

今年高考理综物理试题没出现
偏难怪，非常好地体现出考查高中物
理主干知识和学生的基本能力，稳中
有变。出题的形式与往年不同，往年
的物理部分选择题只有三个多选题
即第19、20、21题，而今年的选择题第
18、19、20、21题等都是多选。

试题亮点：1.注重细节：选择题
第14题出现一个云母片，这个点在
课本上一个关于电介质的介电常数
上出现过。不过没有必要记住它的
介电常数是多少，只需知道它是一
个绝缘体即可。

2.联系实际生活：实验题第23
题是一个关于火警报警器的组装问
题。由于现在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
到这类实物，所以可能表面上看这
个问题比较难。它需要学生把一个
实际问题转化成一个物理电路，这

可能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失误。
3.突出主干知识：物理的两个

计算题目（第24、25题）考查的是物
理部分最为常见和基础的问题，没
有特别难以理解的地方。

4.选修变化明显：选修部分中
的动量部分的计算题目与往年有很
大变化，该题目用到微元法的解题
思想，如何把流体的物理问题转化
成一个物理模型，这对习惯以往模
式的考生来说确实难度不小。而选
修热学部分虽说采用新的情景，但
是题目难度不大。选修机械波和几
何光学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化学：
绝大部分试题源自

生产、生活或科技前沿

今年高考化学试题注重对核心
主干知识的考查，没有偏题、怪题。
试题难度比去年略简单一些。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保持整体稳定，力求有所创新
必做题中的选择题侧重于化学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知识覆
盖面大，比如第7题是对化学与生活
的考查，覆盖了蚕丝与人造纤维的鉴
别、食用油反复加热的危害、加热消
毒的原理和医用酒精的浓度等。

必做题中的填空、简答题难度
整体不大，比如第26题延续了去年
对无机化学实验的考查；第27题以
铬元素为素材，考查化学性质、化学
平衡、溶解平衡和氧化还原方程式
书写等知识。

三个选做模块试题更是集中体
现了“稳”“变”“新”特点，比如第36
题是化学工艺流程题，考查考生对
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和电化学等理论
的理解和应用，同时考查考生对化
工生产技术的理解和应用；第37题
对晶体结构进行考查时，引入了数
学三维坐标的方法，考查方式新颖。

2.密切联系实际，彰显学科价值
今年试题重视化学的实用性，

彰显学科价值。绝大部分试题的背
景均来源于生产、生活实际或是科
技前沿，比如第26题是对工业大气
污染气体氮的氧化物处理的探究；
第28题借助一种重要的杀菌消毒
剂NaClO2对化学知识进行考查。

3.强调学科素养，考查思维品质
试题强调基础知识与学科能力

的有机融合，重点考查考生“接受、

吸收、整合化学信息的能力”“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化学实
验与探究能力”。“接受、吸收、整合
化学信息的能力”是“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化
学学科特点决定了“化学实验与探
究能力”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的核心。

生物：
重视基础、突出实验，

强调生物学科素养的考查

1.重视基础，稳中求新
今年高考理综生物试题难度适

宜，没有偏题、难题，题型稳定连续，
命题紧扣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重
视基础知识的考查与应用。

试题注重基础，材料简练、要素
清晰、表述准确，解答要求指向精准
无误，问题与选项（或答案）间的内
在逻辑关联度高，如选择题第2、4、
31、32 题等；选择题的正确选项指
向明确，错误选项和无关选项的迷
惑性和干扰性适度，如选择题第1、
2、3题；题目设问对思维品质具有
较高要求，注重考查思维过程和方
法，如第29、30题等。

试题在着重考查核心内容的同
时，体现出一定的新颖性，如第5题对

“生态学思想”的理解；第29题ATP
的结构与DNA复制的综合考查等。

2.突出实验，强调能力
试题从科学研究的思路出发，用

不同的题目全面考查实验探究能力
涉及的不同层面，如对实验过程的分
析，试卷第3题；以实验思想作为基
础，通过DNA复制和光合作用相关
知识，考查对实验现象、数据和结果
的分析能力，如第29题、第30题。

选做题第39题是本套试卷的
一个创新点和亮点，本题问题设置
有很高的实践性，考生如果在平时
学习中没有亲自进行实验的实际操
作，没有深入了解掌握实验原理和
相关分析思路，是很难准确作答的。

实验设计题型需要文字叙述的
地方多，这对学生归纳总结能力要
求较高。

3.强调生物学科素养的考查
试题关注学科思想价值的渗

透，注重对生物学科素养的考查，如
第5题“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
学思想、第6题“人类遗传病在男女
人群中的发病率”中群体差异性和
统一性的生命观念等。

（本报记者 傅纪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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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命题风格特点 把握明年命题趋势

我市名师点评高考试卷

2016 年高考英语试题保持近
年来的命题趋势，总体特征“难易适
中，稳中有变”。

1.阅读理解题材多样
今年的阅读理解既有记叙文又

有说明文；既有应用文又有议论
文。从语篇的中心议题上来看，既
有故事和科普，又有文化介绍和历
史文献。在试题设计的难易程度
上，既有通过寻找信息一做就对的
简单题（第一篇和第三篇阅读理解
题），又有题中设陷、干扰项多、容易
出错的细节理解题和推理判断题
（第二篇和第四篇阅读理解题）。

2.完形填空区分度大
完形填空仍是英语试卷中区分度

较大的题型：既有根据上下文难以区
分的动词短语（第47题、48题和56题），
又有词义熟悉但不容易确定答案的单
词（第42题、46题、56题、58题）。就程
度好的考生来说，也常常会在做题过程
中出现3-5个比较头疼的选项。

3.语 法 填 空 、短 文 改 错 重 视
基础知识

语法填空和短文改错试题：这两
种题型如果考生掌握了基本语法就
容易拿分；仅凭语感误入陷阱就容易
失分，这样的题往往从表面上来看与
语法常识是相悖的，例如第66题。

4.英语作文：给外教写一封信
今年英语试卷中的书面表达题

是：假定你是李华，暑假想去一家外
贸公司兼职，已写好申请书和个人
简历。给外教写信，请她帮你修改
所附材料的文字和格式。

如果仅从体裁来看，它属于学生
熟悉的书信文体。但从形式来看却
有很大变化：今年的书面表达仅给出
一个框架，无具体信息要求，这样就
给考生提供了充分的拓展空间。

高考已经落幕，今年高考命题有哪些特点，如何把握明年命题趋势？这对于明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来说格
外珍贵。本报近日邀请市一中部分名师为学子解读今年的高考试卷。

政治：
“稳中有变、变中求新”

今年文综政治部分试题“稳中
有变、变中求新”。整张试卷呈现
以下特点：

1.注重基础性
试题立足主干知识的考查，共

考查核心考点 31 个，覆盖面较
广。经济模块涉及第1、2、4、5、6、
10、11课；政治模块涉及第2、5、7、
8、9课；文化模块涉及第4、5、7、9、
10课；哲学模块涉及第6、7、9、11、
12课。试题的切入角度更具多样
性和创新性，但考查的落脚点都着
眼于基础主干知识。

2.突出能力考查
今年的政治试题不仅仅是知

识之间的综合，更是对考生记忆能
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
和推理能力进行综合考查。选择
题设置灵活，看似不难，实则得分
不易，例如第14、15、19、20、23题。

材料分析题全面考查学生论
证与阐述、探究与评价等高层次思
维能力，例如第38题。

3.坚持价值引领
试题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递社会正能量，突出体现了
政治学科的核心价值追求。例如
第39题第一问，此题以近几年社
会上出现的“打着还原历史真相”
的旗号，颠覆英雄、歪曲历史的现

象为素材，旗帜鲜明地提出“还原
历史、守护英雄、捍卫崇高，就是守
护良知、正义和精神家园”。

4.体现开放性、时代性与创新性
试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

出对社会生活热点问题和国家
大政方针的考查，具有鲜明的时
代性，例如第 15题“供给侧改革、
去产能过剩”、第 18题“全面落实
依法治国”、第 38 题“一带一路”
等。

历史：
考查主干知识，

突出历史学科素养

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历史试
题在试题结构、题目类型、问题设
置和答题要求等方面均未有大调
整，但整体难度略有下降，且稳中
有变。

1.试题结构和题型基本保持
去年风格

选择题方面，难度总体稳定且
略有下降。试题选用材料总量减
少，尤其是学生较难理解的文言文
材料大幅减少。从考查知识点来
看，中国史、政治史和经济史所占
比重较大，文化史所占比重较去年
大幅下降。

非选择题方面，在强调学科特
色的同时，降低了难度。比如第40
题通过清朝人口的变化，梳理了经
济发展对人口变化的影响，考查学

生对历史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
力。

选做题的命题和 2015 年相
比，难度有所降低，文言文阅读难
度降低，突出考查学生分析材料、
归纳问题的能力。

2.试题中多个亮点值得肯定
今年高考命题思路更加突出

学科特点，12道选择题全部以社会
现实、现象、现状为命题情境，突出
历史学科“社会解释”的功能，没有
纯粹的概念辨析题和理论解析题。

重社会共识培养，关注发展问
题。选择题第 24 题的“崇尚儒
学”、第28题的“求之于市”、第31
题对国民党颁布《抗战期间名词正
误表》的认识，都是社会主流价值
观的表现或其形成过程的反映。

重价值观教育，关注核心价
值。选择题第24、28、31题及非选择
题第40、41、46、47、48题等，都是从
社会核心价值观出发来命题的，旨
在强调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
能。

地理：
无偏题怪题，难度明显下降

今年地理试题无偏题怪题，和
去年相比，难度有明显下降。

1.突出主干知识，注重对基础
知识的考查

今年文综地理试题的考点主

要包括：工业区位、产业转移、产业
结构调整（选择题第 1、2、3题，综
合题第36题第3问），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选择题第4、5、6题），地
表形态内外力作用（选择题第 7、
8、9 题）以及山地垂直地域分异
（选择题第10、11题），农业区位（综
合题第36题第 1、2问），区域自然
地理环境（综合题第37题），区域
可持续发展（综合题第 36 题第 4
问，选做题第42、43、44题）。

2.体现学科特色，重视对图像
的考查

区域图、等值线图、景观图在
今年试卷中都有呈现。试题从多
角度考查了考生的读图分析、提取
信息、运用图表解决问题的能力。

3.新知识多、信息量大
试题中出现了贝壳堤、磷累积

量、茉莉、民宿、高位虾池等在教
材、考试说明和课程标准中没有的

“新知识”。考生在做此类试题时，
首先需要通过文字、图像理解这些

“新知识”，并将其与已有知识重
组，形成新的知识结构；然后运用
新建构的知识结构分析和解决现
实问题。

4.关注生活热点，考查学以致用
今年的地理试题选用现实生产

生活中的素材，设置新颖的情境，试
题中涉及的区域发展、产业转移、产
业结构调整、城市建设是近年来我
国关注的热点话题；农业、工业也与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5.考查综合分析能力，彰显学
科区域性和综合性特征

综合考查各地理要素相互影
响是地理学科的特点之一。如主
观题以区域图为载体，自然地理为
基础，人文地理为切入点，考查考
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重点考
查考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综合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语文点评：详见 6 月 8 日本报
A05 版相关内容，数学点评：详见 6
月9日本报A02版相关内容）

理科综合

难易适中、稳中有变
英语：

张铁华：
市一中高级教师、省级骨干

教师、珍珠班班主任

李磊：
市一中高级教师、校政研

室主任、高三政治教研组组长、
市级优秀班主任、市级骨干教
师、省教学标兵、省市级优质课
教师，曾获省市级优质课一等
奖、市五一劳动奖章

宋新爱：
市一中高级教师、高三历史

教研组组长

胡京红：
市一中高三地理教研组组

长，省市级名师、骨干教师、优质
课教师，市级优秀班主任

路慧奇：
市一中高级教师、校理科

实验班班主任、省级骨干教师、
市级名师

李忠言：
市一中化学教研室主任、市

级名师、省级骨干教师、市基础教
研室化学兼职教研员，连续 8 年
从事高三毕业班教学，连续 4 年
从事高三理科实验班化学教学

张春阳：
市一中生物教研室主任、

省级名师、省级骨干教师、市学术
技术带头人、市级优秀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