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2年年66月月99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星级编辑星级编辑 蔡富根蔡富根 组版组版王贤梅王贤梅 校对校对陈文彪陈文彪 0404

●●评卷评卷

考生热议我省今年高考试题，理科试卷难度小于去年

我省考生分数或整体高于去年

星报讯（李明 星级记者 桑红青）

“哈哈！理综比想象的容易一点！”“文综

有些题还真不容易得分呢！”“英语试题

不是特别难！”……这是记者昨天分别在

各考点“蹲点”采访各科试卷难易时，一

些考生最直接、简短的回答，综合数十位

考生的结论：我省今年语文、数学、英语

试题整体难度小于去年，理综试题比去

年容易，文综和去年试题差不多，但英语

比较容易。

昨天上午，记者在合肥六中南区考

点采访时，来自合肥八中的刘建建说，进

考场都预测物理会难的，但做完试卷觉

得不是太难，令人高兴的是，物理第二题

居然和合肥三模题非常相似，这让自己

心定下来不少。在受访的考生中，多数

表示理综试题比去年试题容易，但时间

有点紧张。

“今年文综个别题有点难。”合肥一

中李纯说，自己个人觉得文综不少选择

题备选答案很有迷惑性，作答时举棋不

定，但整张试卷多数题目还是挺顺手

的。“英语试题不难，作文让写文理科分

科的，写起来没有陌生感，都有话说。”记

者在昨天的采访中，考生均表示英语试

题不是很难。

对此，记者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部

分合肥市省示范高中教务部门负责人。

根据各校反馈的信息分析，今年我省高考

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试题难度低于去年，

理综试题难度也小于去年，文综试题有点

难度，估计与去年持平。综合起来，预计

我省今年考生分数整体高于去年，特别是

理科考生，今年考生得分会高于去年。

1.情景新。试题在情境的创设上多选

材于“与化学有关的科技新发现、化学知识

在生活中的新应用、贴近学生学习经验的新

成果”等。如第 7 题选取“以 NaHCO3 和

HCOONa的互相转化过程中实现环保、安全

储氢”这一新技术为情境，考查学生有关化

学反应与能量变化、化学键、氧化还原反应

和气体摩尔体积等化学基础知识，起点高、

落点低。

2.立意高。试题以中学化学核心知识

为载体，“坚持能力立意，倡导化学学科积

极、正面的教育价值。”充分体现了《考试说

明》中对各种能力的考查要求，对中学化学

教学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如第27题取材于

“常见食品添加剂亚硫酸盐在食品中残留量

检测”这一既贴近考生认知水平，又具有现

实意义的问题创设情境。

3.设问巧。一是设问上采用“单点多

维”或“多点多维”的方式，围绕一个问题情

境，多角度多维度地进行设问，提高了知识

的覆盖面和试题的区分度。如25题围绕信

息给出的C、O、Na、Fe元素，设问内容涉及2

个必修和3个选修共五个模块知识，特别是

第（4）小问将今年《考试说明》中新增的“氢

谱”内容巧妙地设置到问题中。

二是在非选择题的设问上“入手容易深

入难”。如28题以“废铅蓄电池的回收再利

用”为背景，学生对此类选材并不陌生，但在

问题设计上不是选择整个工艺流程，而是选

择“碳酸盐与处理后的铅膏（PbSO4）反应”

为切入点，分层设问，考查学生相关原理知

识和科学探究能力。

三是采取“传统题，新设问”的方法，既

保留了那些区分度好的经典题，保持命题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又有效避免了“题海战术”

的干扰，体现新颖、变化的特点。如第 13

题，通过融入“沉淀溶解平衡”知识和改变传

统题中“沉淀总量为纵坐标”的设问方式，可

能会让那些因“题海战术”造成思维定势的

学生在解答时出现误判。

化学：
有效避免了“题海战术”干扰

合肥一中 任峰

1. 2012年高考理综物理试卷启示我

们，真正提高学生物理素养，提高高考成

绩，必须在“双基”上下足功夫，致力于体

现物理思想和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因

此，在物理教学中，要夯实基础，弄清有

关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有关概念的来龙

去脉，要跳出题海，对典型问题深入挖

掘，触类旁通。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

质疑能力、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注重实验基本技能的培养。与前

两年一样，今年高考理综物理实验试题

平稳过渡，呈现了力学和电学实验均衡

模式，仍然不设置高难度的台阶，来源于

教材，但不拘泥于教材，具有稳而不难、

新而不偏、活而不怪的特点，做到既考查

物理模型、知识、方法，又加强对实验原

理的丰富和迁移。今年的高考实验题给

出这样的导向：重视教材，回归教材，远

离题海。

3. 今年的物理试卷以基本的物理

知识为考查载体，不单单从“能力”的角

度来审视，而是致力于体现对物理思

想、观念和方法层面的要求。这首先就

有利于考查考生的继续学习能力，方便

高校合理地选拔；其次，对中学如何正

确地理解课程标准、有效地实施课堂教

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最终提高中学

物理的教育教学水平起到较好的导向

作用。

物理：
要重视实验基本技能培养

安庆一中 包俊明

1. 情境设置注重联系现实生活。试

题多角度设置新情境，密切联系现实生

活。例如选择题第6题，从农林生产实

际出发，通过设置“留树保鲜”这一新情

境，考查考生在新情境下分析图表、做出

判断的能力。试题情境从学生的生活实

际出发，贴近学生的生活。联系生产生

活和科学发展，多角度设置新情境，都要

求考生能够从新情境中获取信息，通过

比较、分析、综合进行推理，做出合理的

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

2. 试题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

系。不少试题都涉及多个知识点，且知

识点分布于不同的模块中，具有很好的

综合性，考生只有具备良好的知识网络

结构并能熟练运用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例如，非选择题第30题II，通过在食物链

层次的能量流动研究，将种群特征、生态

系统的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等知识点串

联，既考查考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也考

查了考生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

3. 该试卷突出能力考核，凸显出思

维能力的重要性。本套试卷共有6个图

表、1 个作图，是近年来图表较多的试

卷。如第 5 题原核细胞转录翻译过程

图、第29题实验设计表格、第30题 II的

实验结果表格、第31题绘图等，这些图表

清晰简洁地表述了一些很难用较少文字

表达清楚的生物学现象，减少了阅读量，

增加了考生思考的时间，考生在从图表

中获取信息的同时，要深刻理解所学知

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生物：
近年来图表较多的试卷

合肥一中 彭巧玲

看这笑容，一定考得不错。倪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