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赢考建议：要加强解题规范性训练

1、加强专题训练，提升综合能

力，使知识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

面。从而使自己对知识熟练掌握，运

用自如。同时还要加强解题规范性

训练，减少非智力因素丢分。现在的

高考难度不大，考场上竞争的着力点

是：细心、规范、思维严密性和高正确

率的竞争，对心细、习惯好、知识全面

扎实的考生有利。

2、系统整理错题。对自己曾经做

错的题或题型，要认真思考错误的原

因，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发现自己的不

足之处，从而提升自己的解题能力。

3、重视物理实验，强化实验复

习。复习过程中对每一个实验要弄

清楚目的、原理、步骤和方法，对探究

性实验、设计性实验、测量性实验、验

证性实验，要充分考虑合理、可行、方

便、准确。电学实验历来是高考的重

点，要足够重视。

4、注重回归课本，去年的高考给我

们重要启示。要注重课本，对课本上一

些重要的实验，包括演示实验、课后习题

等都要进行针对性复习。

物理试卷紧扣《考试说明》，总体

难度适中。纵观整张试卷：结构合

理，知识覆盖面广，注重对主干知识

和能力的考查，重点知识重点考查，

尤其突出了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的考查。题型平

稳，但突出稳中求变。

试题虽然不偏不怪，但对综合运

用能力要求较高。选择题第 14、15、

19等题比较常规，16、17、18、20等题难

度相对较大，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考

查。实验题第一题是个基础题，第二

题则注重推理和综合能力应用。计算

题在形式上和高考试题完全相同，其中

第22题颇具新意，考查电磁感应中的力

和运动问题。23题全面考查了带电粒

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规律，综合度

高，但难度适中。24题是一个多过程问

题，其中涉及力和直线、曲线运动，还涉

及到摩擦力、重力做功等能量问题，能

力要求高。

物理：要减少非智力因素丢分

试卷点评：对综合运用能力要求较高

合肥七中 童有彩

张永剑 星级记者 桑红青

理科综合试题难易适中，没有出现大量偏题、怪题。昨天，备受

关注的合肥市二模落幕，为了帮助考生及时“查漏补缺”，记者邀请

了本报高考专家库名师对各科试题进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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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二模昨日平稳落幕 省城名师点评试题

万变不离其宗 抓住课本不放松

赢考建议：做题时一定要规范

理综试题生物部分总分90分，包括选择题（共 6

题，36 分）与非选择题（ 共 3 题，54 分）两种题型。重

点考查了高中生物学主干知识，如必修一：生物膜和

细胞器的功能（选择题 1）；有关核酸的结构，生物遗

传物质的种类，观察细胞中DNA和RNA分布的实验

（选择题3）；光合作用（非选择题29的Ⅰ）。必修二遗

传部分（非选择题30题）。必修三：内环境的稳态（选

择题4、5），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选择题6）。实验内

容的考查（选择题2和非选择题29的Ⅱ）。选修部分

只考查了选修三（选择题5和非选择题31题）。试卷

考查的知识点分布很合理，涉及面比较广，考纲中的

四个能力要求，即理解能力、实验与探究能力、获取信

息的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在本试卷中都有很好的体

现，符合高考的要求。

生物：
千万不要一味做题

试卷点评：考查的知识点分布很合理

合肥七中 汪永兰

1.重视课本，夯实基础。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读

课本，千万不要离开课本一味做题。在通读的过程

中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生物虽然属于理科，

但理解记忆的知识点很多，而且容易遗忘。因此，考

生一定要在记忆的基础上配以一些真题反复练习，

巩固。在复习时要把知识网络化，点要连接成面。

从“二模”生物部分来看，问题背景很新颖，但其落脚

点都在课本上，只有牢记基础知识才能做到应用自

如。许多同学在考试时思维不流畅，运用不自如，往

往知道某一个知识，但不知道用它来回答某一个问

题，原因是知识的运用少了，要多加练习，不能只是

看书，要动手做题了。

2.查缺补漏。将以前做过的试卷收集起来，利

用一定的时间翻阅。看看以前的错题，思考错误的

原因，以前犯的错误现在是否已经改正。一个人成

绩的提高是在不断避免以前的错误再次出现来实现

的。如果只是埋头做题而不进行总结，效果则并不

理想，同样的错误会再次出现，成绩提高也很慢。

3.做到规范。首先是在做生物简答题时，一定

要规范。要用书中的专业术语答题，不能用自己理

解的语言回答。书中的专业名词不能更改。二是对

书中的概念、原理的理解要规范，理解正确才能谈运

用。

4.加强实验内容的复习。高考实验能力的要求

在考试大纲中是重中之重，几乎年年考。老师和同

学都很重视，但都很怕，因为学生总是做不好，得分

偏低。为什么呢？还是复习不够到位。在复习书中

的实验时，要和同学一起分析每个实验的设计思

路。弄清楚自变量、因变量、无关变量，实验设计的

对照原则等。

书中“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的一系列实验很重

要，要逐一分析清楚。学生在掌握了实验设计的一

般规律后，可以用一段时间集中把近几年高考中的

实验题进行训练、分析、总结，体会实验设计的一般

原则，掌握实验设计的规律、方法。通过训练，学生

的惧怕心理就没有了，这样做成效应该是显著的。

赢考建议：关注“考试说明”变化的内容

1.用好两本书。即课本和“考试说

明”。回归课本认真研究教材，要狠抓

基础知识，将知识形成链构成网，高考

中的许多创新试题都源于课本。“考试

说明”是对高考考查范围和能力要求

最权威的资料，要密切关注“考试说

明”中发生变化的内容，对其中的例题

要认真研读，从中发现信息。 一本归

纳总结性的复习资料也是必不可少

的，最好选用本校选定的资料，紧跟老

师的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复习。

2.多解三类题。这三类题一指重

难点知识模块中的典型题目，如电化

学、电解质溶液、化学平衡中的一些问

题，需要经常练练，避免生疏；二指对

近三年来高考II卷四大经典题型的训练

仍需加强，尤其是实验题；三是适当关注

社会热点话题，因为它最符合“以人为

本”的新课程理念。当然，最后阶段的练

习宜精不宜多，每次练习之后，都应及时

反思自己的失误，根据失误暴露出来的

漏洞或薄弱环节，思考对策，加强针对性

训练，提高答题技巧，争取一题多得。

3.抓典型实验，重能力培养。化

学实验是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

考化学的必考内容，同时也是高考化

学的难点。高考考查实验只能够“纸

上谈兵”，读懂出题者实验设计意图显

得尤为关键。所以要扎实地掌握化学

实验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对书中

典型实验，不仅要能复现，还要理解为

什么要这样做，还可以怎么做，还可以

做哪些实验。实验复习时要多动手做

（培养实验操作能力）、动眼看（培养

观察能力）、动口讲（培养表达能力）、

动脑想（培养思维能力）。

4.注重考前理科综合的定时训

练。找出理综考试的方法和技巧也是

非常重要的。

在命题原则上，试题严格遵循

“在考查化学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

时，着重考查考生运用知识和技能，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对考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考查”。 与

合肥市往年二模试卷相比，试题结

构、难度都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试题中多处以图像、表格、数

据、新信息为切入点，要求考生作

出具体的分析判断，突出能力考

查。例如选择题第 9、11、12 题。9

题由 K-T 表格引入，分析出正反应

为吸热反应，再由 830℃时 K 值得出

Q<K，平衡右移。填空题中这种现

象更为明显，25 题利用元素周期表

框图，要求考生灵活判断 28 号元素

Ni 的基态原子外围电子排布式，有

效考查出学生从 29 号元素 Cu 的知

识进行迁移的能力。26 题给出枯

茗醛的结构简式，要求考生判断其

核磁共振氢谱有 5 种峰，这也是安

徽省今年“考试说明”中新加入的

热点内容。

化学：实验不能只顾“纸上谈兵”

试卷点评：试题重在推理分析的考查

合肥七中 牛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