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考建议：后期复习切忌“猜题押宝”

1.切忌猜题押宝，查缺补漏才是正

道。可针对“一模”、“二模”、周考、月考等

考试中暴露出来的某些知识点问题，精做

高考真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2.做题要有质量，有收获，要善于总结

规律。不能贪多，要有筛选，不规范的题目

不做。

3.循纲重本，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

关注考纲的变化。 三 年 的 过 渡 期 已

过，考纲的变化在高考上一定有体现，

只是多少而已。虽然本次考试只在默

写上有体现。

4.作文复习应注重审题训练和素材积

累。审题训练关键是准，素材积累关键是

独到而深刻的感悟，思考材料远比死记材

料要高明。

合肥市 2012 年的二模试卷没有循着

新考纲中的蛛丝马迹跟风“变脸”，但不可

否认它仍是一套以新考纲为依据的，具有

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

难度的规范的高考模拟题。无论是题型、

题量、试题的结构，还是所考查的知识点

及相关的内容，都没有什么深、偏、难、怪

之题；但细细看来，却也稳中见奇，平中有

味。

一般论述类文章的阅读选文本身较平

易，但要快速准确选择既必须关注全篇，又

必须推敲细节部分，对考生来说，思维的活

动量很大，广度和深度都颇为可观，细心严

谨、心态平和是关键。

文言文阅读《花捧阁记》和一模的人物

传记，选材上形成互补。选文清新优美，设

题难易适中。诗歌鉴赏题中选的是题画

诗，且是集句，体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

心理和审美情趣。不关注传统文化、没有

相关素养的同学恐难作答。

默写紧扣新考纲，考了新增8篇中的4

篇，提醒大家关注新增篇目。

文学类文本是散文《我的梦中城市》，

作者西奥多·德莱塞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初的杰出作家，他通过把城市描绘

成“梦中的城市”来表现现代城市生活对民

众的迷醉和毒害予以针砭，体现了他面对

精神缺失困境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忧虑，以

及他对城市生活虚幻梦想的否定、批判态

度。文本意象纷呈，内蕴深刻，对于大部分

阅读思考不多、关注生活不够的同学读懂

有障碍，答题有难度。

语言知识和运用部分重错别字、成语

和病句题贴近语言运用的实际，难度不

大。18题考查提炼概括能力，难度较小。

19题读图说明形象特点和寓意，类似漫画

题，细心审题很必要。20题的仿写，不在

形式上做过多纠缠，关注精神实质，关注学

生读名著的感悟，只是死搬硬套句式拿不

到理想的分数。

作文是给材料作文，和一模的新命题

作文遥相呼应。材料切中时弊，耐人寻

味。命题人意在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歌颂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劳动者，关注

全民素质的提升，争做优秀的公民，“无位

的卿相”。

语文：后期复习切忌“猜题押宝”

试卷点评：作文和一模的新命题作文遥相呼应

合肥七中 汪培红

张永剑 星级记者 桑红青

“语文作文有点难，看了题目不知如

何下笔。”“数学和平时模拟题差不多，但

个别题目比较难。”……昨天，素有我省高

考风向标之称的“合肥二模”正式开考。

记者先后在合肥六中（南校区）、合肥九

中、合肥十七中等考点采访时发现，多数

受访考生均表示二模首日开考的语文、数

学两科试题难易适中，但普遍反映作文题

得高分不容易。

昨天十一点半刚过，来自合肥九中的

王群就从合肥六中（南校区）考点微笑着

走了出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语文

试卷没有出现偏难怪题，就是作文“有点

小难”，据她描述，作文是材料作文，要求

谈论“一品百姓”，看了材料觉得是价值

取向的问题，但真下笔写起来难度挺大

的。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多数考生均表示

作文和平时模拟的不太一样，写起来有点

陌生感。

据合肥市某高中参与监考的教师表

述，今年合肥二模作文材料大致内容是：

从古至今，想做一品大员、一品高官的人

比比皆是，但立志做“一品百姓”的寥若晨

星。半个世纪前，教育家陶行知作为立志

做“一品百姓”的第一人，他从提高全民族

素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做“一品百姓”的

口号，并从自我做起，想老百姓、学老百

姓、做老百姓，比一品大员一品高官高贵

得多。该老师表示，该作文立意高远，估

计考生审题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但作文要

写得鲜活不容易，要得高分也不太容易。

昨天下午，记者在部分考点采访时，

受访的考生表示，今年数学试题和平时模

拟题“似曾相识”，试题的题型和高考试题

比较接近，但个别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为

了帮助考生更好地消化各科所考查的知

识点，掌握后期复习的技巧，本报特邀请

高考专家库名师对语文、数学两科试卷进

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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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要写得鲜活不容易

“一品百姓”难倒不少考生
本报高考专家库名师点评合肥二模试卷

备考建议：后期要加强变式训练

1.夯实基础。高三学生要梳理高中

教材中的定义、公式、定理。注重公式、

定理的推导证明过程。不断比较其中的

内在关系，加深理解。解决教材上的课

后习题，分析课后习题与平时模拟题之

间的联系。

2.加强基本方法练习。高考试题的

主体仍是考查数学的基础知识和通性

通法。平时要总结解决各类题目的基

本方法。尤其是传统六道解答题中涉

及的方法。

3.坚定新课程改革方向。教材新增

加的内容要重视。比如几何概型、定

积分、类比推理、独立性检验（2×2 列联

表）与回归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和性质、

统计中的散点图、茎叶图、回归直线方

程等。

4.培养能力，倡导举一反三、一题

多解和多题一解。加 强 变 式 训 练 ，由

一题引发思考，解决一类问题，不盲目

搞“ 题 海 战 ”，理 解 数 学 知 识 中 蕴 涵 的

数学思想。

今年合肥市二模数学试卷整体上贯

彻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的精神。试题立

意朴实又不失新颖，选材基于教材而又突

出创新，很好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着重考查考生对数学概念、定理的理解。

试卷难度平稳，知识覆盖面广，难易比例

恰当。达到了考基础、考素质、考能力的

考试目的。

试题覆盖了高中数学的主体内容，理

科试卷着重考查了三角函数、概率分布

列、立体几何、数列、导数、圆锥曲线六大

块传统内容，同时考查了复数、命题的否

定、平面向量、三视图、程序框图、组合、

函数与方程、极坐标、函数图像与性质等

内容。文科试卷着重考查了三角函数、统

计、数列、立体几何、圆锥曲线、导数六大

块传统内容，同时考查了复数、命题的否

定、线性规划、三视图、程序框图、函数图

像与性质等内容。

试题特点：1.注重基础，考查概念、定

理。如理科第 2、3、8、12 题等等，文科第

1、3、5、12 题等等。另外，文理科的解答

题第一问都比较容易得分。2.题目新颖，

突出知识的灵活运用。文理科15题构思

精巧，考查了学生分析函数图像的能力。

3.在知识网络交汇处设计题目，考查学生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如理科第 21 题，

文科第20题，从一个题根出发，设计了两

个独具匠心的题目。结合平面向量与圆锥

曲线两个知识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应用，以此检测考生将知识迁移到不同情

景中去的能力，从而检测学生理性思维的

广度和深度，以及进一步学习的潜能。4。

题目贴近生活，以社会热点为背景设计题

目。如文科第7题和理科第9题，关注中小

学校车安全问题，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很好地引导学生置身于现实社会的大环境

中，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

数学：不要盲目搞“题海战”

试卷点评：覆盖了高中数学的主体内容

合肥七中 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