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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整体稳定
凸显对阅读能力的考查

李欣昌：
市一中高级教师、高

三英语教研组组长、实验
班班主任

经过两天的紧张考试，2017年高考落下帷幕。今年高考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外语考试命题难易程度如何，有什么特点、热点和
难点？本报第一时间邀请一线名师为考生及家长点评解析。

我市名师点评高考试卷

2017年全国 I卷高考英语试题总
体来说难度适中，题型稳定，素材的选
取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对考生
知识掌握程度、认真细心程度进行了
细致、全面的考查。

阅读理解A篇为应用文，考查的是
基本阅读能力，题材是广告，考生只需
认真检索文章信息即可，属送分题；B
篇为记叙文，题材是个人经历，讲述作
者救助猫头鹰的过程与感受，虽有个
别生词，但考生基本能读懂文义、把握
主旨，答对试题；C篇为夹叙夹议，题材
是社会文化，文本和试题难度较大，需
要考生仔细阅读、理解、思考、判断；D
篇为说明文，生词量大，不易读懂，相
应试题难度较大，需要考生调动平常
知识储备去理解文章，理通层次，仔细

推敲。
七选五讲述的是作者对露营的看

法，文章浑然一体，上下联系紧密，考
生仔细甄别选项之间的差别便可选出
正确答案。

完形填空整体较去年容易，容易读
懂，符合考生思维。语法填空讲述的是
科普知识，文章流利连贯，易于接受，设
空考查全面，难度适中。短文改错讲述
的是作者假期学车的经历，与考生日常
生活贴近，便于考生读懂，设错处十分
典型，难度不大。书面表达旨在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考生对这一题材比较熟
悉，有话可说，便于构思、发挥，在平时
的备考训练中同学们已有大量的积
累，但语言的连贯、流畅，思想的准确
表达并不是每一个考生都能做到的。

文科综合
政治：总体保持稳定
体现继承性

张仲宪：
市一中高级教师、

高三文综教研组组长

2017年全国I卷的政治试题命题
仍在情理之中，总体难度适中，基本采
用往年的设问方式，注重对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以及政治学科素养的考查。
考生若准备充分，是能够从容应对的。

1.结构大胆创新，做到稳中求新

客观试题仍然设计12题，其中经
济由4题变为5题，政治由3题变为2
题，其他不变；主观试题则由原来的第
38、39两题改变为第38、39、40题，相
应的经济生活由原来的30分调整为
34分，政治生活由24分缩减为20分，
由原来一题一层问题变为一题两层问
题；文科综合的试题也由此增加一道
大题，这是本次考试最大的变化。

2.命题选材生活化，立意时代化

今年高考政治命题仍然依据教

材，紧扣考纲，关注生活，关注热点。
生态环境、GDP内涵理解、民生扶贫、
户籍改革、《巴黎协定》、诗词大会、香
港问题、海外购引发的供需不对称的
思考等材料，这些话题不仅呈现了我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主权、外交等领
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而且
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密切。

3.考查综合素养，追求价值认同

涉及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观
题，每个选项都跳脱教材基础知识的
约束，从材料获取信息，从而选择答
案。着重考查学生获取信息、归纳整
理、逻辑推理的能力；生活与哲学部分
的客观题不仅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
的能力，更注重考查学生的哲学思辨
能力。

安新爱：
市一中高级教师、

高三历史教研组组长

历史：
注重考查主干知识
无偏怪难题

2017年全国Ⅰ卷历史试题难度与
去年相比稍微有所加大。选择题难度较
去年有所降低，非选择题难度较去年有
所加大。

1.选择题

试卷总体特征：试题集中在对分
封制、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明
代前中期经济发展情况等主干知识的
考查。考查以材料题的形式展现，有
文字材料、表格材料和图片材料等形
式；试题的设计上突出考查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必修的分布内容来看，必修一
有5道题共20分，必修二6道题共24
分，必修三只有一道题共4分。选择
题的难度没有增加的趋势，重点突出
在对主干知识的考查，对中国史考查
的比重在加大。

从选择题的材料来看，阅读难度在
下降，文言文简单易懂，适合学生阅读。

2.非选择题

试卷总体特征：大题体现了多知
识点的融合，体现了中外关联的特点，
问题设计的指向性越来越模糊。如41
题第一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说明法国大革命对近代民族主义形成
的促进作用，学生理解上会出现偏
差。试题设计的开放性增加了，学生
可以选择的角度比较多，但对学生分
析材料、重组知识的要求更高了。

3.选做题

知识背景明确，指向性强，考查内
容比较简单。45题以20世纪80年代
工资改革为切入点，概括工资改革的特
点和意义，问题指向性明确，和现实生
活联系比较密切。

地理：稳中少变
试题难度略有增加

刘朝晖
市一中高级教师，市名

师、拔尖人才，省学术技术带
头人，高三地理教研组组长

2017 年全国Ⅰ卷地理试题稳中少
变。整套试题给人的感觉就是稳。在材
料选取、呈现风格、试题设问方式上稳，考
查目标方向上平稳。

试题体现了三个导向。一是注重材

料解读。能够快速、全面、准确地获取文
字、图形中蕴含的地理信息，并根据题目
要求提取有用信息是解题的关键。考查
学生的地理素养。

二是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及生产生活

常识的积累与应用。试题中渗入了生物、
政治知识以及生产生活常识。比如城市
绿化隔离带涉及的城市行政区划分、工业

的市场营销、降雪与温度、苔原带生物群
落与自然条件等相关知识，需要考生在日
常生活中多观察多积累。

三是注重地理主干知识的掌握和灵

活运用。试题在花枝招展的陌生材料
背景之下实现了对地理主干知识的考
查，比如水循环、影响太阳辐射因素、气
候与自然带、垂直地带性、区位因素分析
等等。

主观性试题区域的变化。由传统的
中国和世界各选一个区域变化成为全球
随意区域，这也体现了高考的发展方向，
考查灵活运用知识能力而非机械记忆。

物理：
变化很多、难度不大

路慧奇：市一中高级
教师、高三物理教研组组长

理科综合

2017年全国Ⅰ卷高考理综试题物理
部分由于高考大纲的整体调整比较大，
把选修3-5中的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
律等内容变为必考内容，所以在今年的
高考题目中体现就比较明显。选择题
14、17 题即为 3-5 的知识。计算题的 25
题第一问可以使用3-5的动量定理的知
识，也可以绕过该部分知识利用其他的
定律、定理求解。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多选
题目由2016年的四个（18-21题）重新调整
为（19-21）三个。在选择题干上有说明，如
果没有看说明可能在做题时会造成一定

的失分。
试题亮点：

1.整体较易，难题突出。大部分题目
的难度不大，没有什么比较难以思考、难
以计算的问题。但是选择题21题、计算题
25题第二问的难度相对就比较大，能够测
试一些学生的学习物理的能力。

2.突出主干，不忘细节。试卷整体突
出了物理主干知识，基本上考查了所有的
主要知识点。但也有一些题目需要认真对
待细节问题，例如18、19题就需要细心审
题，非常细致地画图，找出其中的关系。

化学：贴近生活
突出主干知识
难度中等偏难

李忠言：市一中高级
教师、高三化学教研组组长

2017年全国Ⅰ卷化学试题“难度中等
偏难，不偏不怪，立足基础，锐意求新，注
重化学核心素养考查”。能够公平公正地
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体现了新课
程理念。

1.贴近生活，注重与古典文学结合，

重视实验。化学试题难度适中、能力立意
突出、情境创设新颖、关注STSE，凸显了化
学来源于生活又走向生活，比如选择题第
7题考查生活用品中尼龙绳是合成纤维。
本张试卷加大了对实验的考查，比如除了

第8题还有选择题第10题是对实验制备
的考查。

2.突出主干知识。选择题涉及了生
活中的化学、历史中的化学、有机化学、实
验化学、应用电池、元素推断和电解质溶液
中的离子浓度问题。三道大题涉及无机实
验、工艺流程、化学反应原理三大板块。比
如26题以测定蛋白质中氮的含量为出发
点，考查了最基本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
本题实验装置设计新颖而精致，需要学生
根据装置的设计特点理解设计原理。

生物：重视基础突出实验
强调生物核心素养的考查

张春阳：市一中高
级教师、省名师、市教育专
家、高三生物教研组组长

1.重视基础，稳中求新。今年高考生
物试题难度适宜，没有偏题、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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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31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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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试剂的准确运用（第2题）；以实验思想
作为基础，通过对植物激素、动物生命活

动调节等相关知识的考查，对实验现象、数
据和结果的分析，如第3题、第4题。实验
设计题型需要文字叙述的地方多，对学生
归纳总结的能力要求较高。

3.强调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关

注学科思想价值的渗透。如31题。
选做题40题第（5）问是本套试卷的一

个创新点和亮点，试题以基因工程、肺炎
双球菌转化实验为知识背景设置半开放
性的问题，让考生充分调用所学知识与能
力，综合考查理性思维、科学探究等核心
素养的同时更关注了社会责任。

以下名师点评均有删减，不到之处敬请见谅。高考语文、数学试卷点评详见本报6月8日、9日有关报道。 （本报记者傅纪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