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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建议 遇到生题要沉着应战

1.梳理知识结构，构建完整的知识体

系。“二模”之后，考生首要任务就是将各章

节中分散的知识点连成知识网络，使自己

对物理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运用自如。

2.系统整理错题，不犯以前犯过的错

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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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过错题发现自己不足，透过错题的整理提

升自己的解题能力。另外要注意培养自

己良好的心理因素，遇到熟题不喜，遇到

生题不慌，冷静思考，沉着应战。

3.重视物理实验，强化实验复习。实

验题在历年的物理高考中得分率总是较

低。复习过程中对每一个实验要弄清楚

实验目的、原理、步骤和方法，对实验的设

计思想要领悟。电学实验历来是高考的

重点，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加强解题规范性训练，减少非智力

因素丢分。高考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表达

能力和答题的规范性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平时答题过程中的文字符号表达要规范、

严谨，审题要细致，提高答题的准确性。

试题不追求新奇，覆盖面较广，考查了

高考《考试说明》（物理科）的绝大部分内

容。试题主要涉及到高中物理必修1、必修2

及选修3-1的主干知识，同时也兼顾了电磁

感应、振动与波及动量等选修内容，其中力

学部分约占50分，电磁学部分约占45分。

与“合肥一模”试题相比较，难度有所

降低，但有一定的区分度。从整体上看，主

干知识和选考部分分配合理，且选考部分

的难度降低，选考内容在“一模”考试的基

础上进行了补充，机械振动代替了光学。

选择题难度不大，但实验题和计算题的后

两题对学生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

如实验题的第Ⅰ题的实验方案与教材不

同，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实验，

可谓源自于课本但不拘泥于课本；第Ⅱ题

的电路故障排除问题也较困难。计算题的

第23题涉及到带电粒子在圆形磁场中的偏

转，考查的是空间想象能力，较抽象，难度

大，不易得分。

试卷评析 选考部分的难度降低

物理：比“一模”试题难度有所降低 合肥七中 张小鹏 范健

化学：对“二本”线考生区分度较高 合肥七中 吴国权

备考建议 熟悉考试热点和考纲变化

1.熟悉考试的热点（考纲中要求综合

运用的知识）、考纲变化点、高考特点。例

如对选修内容的考查主要围绕：①键长、

键的极性、键的类型，基态原子电子排布

式、电负性，常见原子未成对电子数的判

断。②常见共价化合物的稳定性判断，晶

体类型与熔沸点高低的关系。③难溶物

质的转化原理展开。

2. 针对高中化学的特色（化学语言、

化学思想、化学实验），采取更有效的复习

策略。化学语言部分主要靠记忆，而化学

思想、化学实验的掌握主要靠交流。

3. 研究考纲和历届高考题（全国、安

徽），把握高考命题的新趋势。从命题技

术上看，有利于考查学生阅读能力、观察能

力、分析能力、知识的运用能力的利用图像

给出信息的导向题等得到极大的重视。从

考查的内容来看，化学计算有关的技巧题

继续弱化，主要保留了利用相当式及守恒

思想进行计算的考查；继续重视利用守恒

思想在信息给予的方式下完成“缺项型”氧

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等考查。

试题注重基础，注意重要知识的覆盖

面，能体现《考纲》新变化及要求。有一定

难度，对“二本”线上下的考生区分度较

高。难度系数预计为0.61左右。

涉及的高考热点有：书写化学方程式

和离子方程式，并能进行有关计算如第26、

27题；根据物质的量与微粒（原子、分子、离

子等）数目、气体体积（标准状况下）之间的

相互关系进行有关计算如第8题；电解质溶

液有关知识（强弱电解质、离子反应、电离

平衡、水的离子积、溶液的 pH 值、盐的水

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及沉淀的转化

的本质等）的综合运用如第10、13、27题；

元素化合物知识的综合应用如第27题；能

对常见的物质进行检验、分离和提纯如第9

题；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如28题。

第11、12、27题是试卷的亮点。第11、12、

26、27（5）、28题是试卷的难点。而像11题

的电化学，12题的图像、平衡、热化学方程

式，25题的元素周期表，26题的有机化学，

27题的工业流程或实验，28题的探究题则

是试卷永远保留的考点。

试卷评析 探究题是永远保留的考点

生物：试卷难度适中、紧扣考纲 合肥七中 汪永兰

备考建议 以前做的试卷不要随意丢弃

1.回归课本，通读课本。特别是对必

修内容中经常考查的部分一定要在熟记

的基础上做到很好的运用。对书中列举

的例子一定要熟记于心。

2.精做习题，经常总结。习题不在做

得多，而是要精做。对自己经常错的题要

回头总结、反思。以前做的试卷不要随意

丢弃，要整理归类，以便后期的复习。

3.规范答题，得到高分。学生考完生

物觉得不难，但成绩一出来就傻了，和自

己想的相差甚远。原因是简答题几乎没

有得到什么分，意思都对，但是答题不规

范，没有用生物专业术语答题。因此后期

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做题时一定不要看参

考答案，要自己先独立完成，再比对答案，

看看自己的答案和标准答案到底差距在

哪里，反复多次，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4.合理安排考试时间。理综总分300

分，时间150分钟。要通过前期学校的几

次训练，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做题顺序。不

管先做哪一科，能使自己更好，更多的得

分就是最佳的答题顺序。

试卷整体难度适中，紧扣考纲，接近高

考。重点考查了高中生物的主干内容，知

识点分布合理。特别是侧重考查学生的实

验能力，从图、表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知识

点分布如下：必修一的细胞核的功能（选择

题第2题）；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简答题29

题Ⅰ）；有丝分裂（简答题29题Ⅱ）。必修二

的遗传变异（选择题第 3 题、简答题 30 题

Ⅰ）；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选择题第 4

题）。必修三的植物和动物生命活动的调

节（选择题第5题、简答题30题Ⅱ）；生态部

分（选择题第6题）。选修三的胚胎干细胞、

动物细胞培养、基因工程内容（简答题 31

题）。实验内容（选择题第1题）。

试卷评析

侧重考查学生的实验能力

地理：脱离琐碎的记忆和背诵 合肥七中 程娣

备考建议

当前高考已不再偏重对知识的记忆

注重回归课本、构建学科思维模

式。当前高考已不再偏重对知识的记

忆，而是侧重于考查学生运用书本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学生

在复习中偏重于掌握知识的细节，忽视

了对知识结构整体上的理解和掌握。

因此在复习时，学生应注意对重要

知识点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和理解，建

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二模”后应从

系统复习转向专题复习，学会运用原理

规律结合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构

建适合自己的思维模式。

试卷学科特色明显，突出主干知识，选

材新颖，贴近生活，图形简洁明了。有限题

量，全面检测，突出学科重点。试题从材料

选取和内容组织上，都注重考查学生对地

理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掌握情况。纵观试

题，将内容、方法和原理串联起来，注重对

学生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考核，考查学

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整体认识和把握以

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次考试有近几年的高频考点，也有

当下的热点，选取的材料和图片都很新

颖。不仅有效考查了学生的区域知识与综

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突显了地

理学科从生活中来更应用于生活的特色。

如选择题27题和28题雾霾的防治，永定河

冲积扇的位置和变化。题目材料新，贴近

生活；选取八幅图片，简洁明了且形式多

样，很好地考查了学生的读图、析图技能。

试卷评析 选取的材料和图片都很新颖

注重回归课本，构建学科思维模式
省城名师点评二模试题，为考生“传经送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