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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合肥一模、二模，三模难度下调，

对基础知识要求熟练、准确，得高分不易；

试卷涉及多个化学计算，个人觉得分量偏

重，很多考生时间可能不足；试题的分量

偏重，使得知识覆盖面有所不足。

整份试卷涉及的化学反应直接应用

课本上的方程式很少，强调灵活利用学过

的原理结合题目中给予的信息（现象、图

表数据、流程等）来完成反应变化与判断。

试题与生活结合紧密，如核辐射、燃

料电池、工业流程等，体现化学在生活中

使用价值。除装置图外，三模化学已全面

表达出过去两年高考题型。

第7、8、11、25、28题考物质结构，全面

但篇幅过多。第9、12、13题考化学平衡、

离子反应、离子浓度，答案信息量大，含蓄

地指向排除法等应试技巧。第10、26、28

题重视利用实验手段应对理论与实际问

题，涉及基本操作、方案设计与评价、定量

分析等；第10题D项还涉及变量控制。第

25题中热化学方程式问题常规，第（4）电

化学考查两个难点：1、电极反应中得失电

子所得产物进一步离子反应；2、离子扩散

方向的判断。

化学：试卷题量比较大
合肥七中 赵俊峰

试卷评析 试卷涉及化学计算比较多

1、尽快完善课本中基本反应网络，强

化以氧化还原、离子反应原理分析推理陌

生反应；留意都弱双水解、KSP那几组物质

变化；热点为“易氧化、易沉淀、易水解”。

2、掌握物质分离相关的实验基本操

作与仪器的应用，如非沉淀类的萃取、分

液、蒸馏，沉淀时的滤渣、滤液的分别处

理，留意重结晶；物质结构结合选修3进行

少量模拟训练中等难度以下习题；化学平

衡只抓基本的反应速率、平衡状态及移

动、结合图像分析及变量控制分析、平衡

常数；离子浓度要熟练表示常见的可逆变

化方程式，多运用电荷守恒及排除法解题

技巧，不做难题；熟练盖斯定律应用；电化

学要熟练辨认装置，书写电极反应、电池

反应式；有机合成每天一题，保持熟练度

与书写的规范性、准确性；化学计算在掌

握过量计算、质量分数计算、物质的量的

公式计算基础上，强化训练“列已知物质

与待求物质间的相当式计算”。

3、考试中要有阿Q精神，敢于大量放

弃难题，整份试卷处理完再回头攻克它们。

赢考建议 要敢于大量放弃难题

考查的知识点覆盖面广，考查

形式灵活多变。昨天，合肥三模顺

利结束，不少师生表示难度比二模

低，接近高考。本报名师专家库一

线教师第一时间为考生解读各科

试题。 苏卫兵 记者 桑红青

地理：
不回避对热点知
识的考查

合肥七中 阮守鸿

试卷评析

关注热点地区和热点内容
总体难度适中。突出了对学生能力的

考查。如第23、24题，不仅要求掌握等高线、

地球运动的相关基础知识，还要求学生把握

这些知识的内在联系以及读图、识图能力。

关注热点地区和热点内容。如选择

题27、28题和综合题33、34题分别以热

点区域北非和日本为背景材料切入，考查

学生区域地理、农业生产活动、自然灾害

等主干内容。

考查的知识点覆盖面广。几乎包括

了高中地理必修的全部内容，重点考查了

等值线、地球运动、气候、自然资源分布、

交通运输建设、人类生产活动、自然灾害

等主干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新课改方向。考查学

生地理科学素养，注重探究性学习及与现

实生活的联系。如第33题，分析苏伊士

湾西北经济区吸引中国投资合作发展纺

织工业的有利条件。

本报名师专家库一线教师热评合肥三模试题

试题体现了新课改方向

1、查找知识盲点，培养获取新知识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等能力，注重提升解题能力。

2、关注热点地区和热点事件、结合生

产和生活实际；注重乡土地理知识的回

顾，高考第23、24题仍可能是以安徽省的

相关内容作为背景材料切入。

3、根据 2011 年高考说明的变化内

容，注重工业生产活动相关内容的专题

复习。

赢考建议 多关注“安徽地方特色题”

试题难易适中、不偏不怪，和高考试题

的要求一致；试卷按题型、内容和难度进行

排列，这与高考试题的结构安排一致。

1、既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考查，也注重

能力的考查。例如选择题部分注重考查学

生把握知识间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网络的

能力；第29题还考查了学生运用曲线的数

学方式描述生物现象的能力；第29题选取

了考纲中要求的两个基础实验，考查了学

生对实验现象和结果的预测、解释和分析

的能力。

2、考查的知识点和近两年安徽高考生

物试题考查的知识点有一定的互补性。

如：第29题对基础实验的考查、第30题对

变异和育种知识的考查、第31题对生态系

统相关知识的考查，这样的安排可能带有

一定的预测意义，应该引起考生对这些知

识点的重视。

立足于主干知识，考查形式灵活多

变。其中选择题和实验题难度适中，但大

题偏难。与合肥一模、二模相比，合肥三

模除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考查外，更注重

了对学生处理问题能力的考查。

选择题无明显送分题。第14、20两题

结合图像分别考查了机械能守恒及电磁

感应的相关知识；15题涉及的虽然是运动

学中的位移时间公式，但需要学生深刻理

解基础知识，并有较好的应变能力；16题

则从风力发电入手考查了功率这一知识

点，体现了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使用价

值；19题是连接体问题，偏难。

实验题难度降低。实验共两个力学

实验，一个电学实验。其中第一小题考查

了“探究小车的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

系”，涉及到的知识是控制变量法，较简

单；第二小题是“测量电池组的电动势和

内阻”，考查角度比较常规。

计算题偏难。第22题的形式变化最

大，打破了以往考查运动学知识的常规，

把万有引力定律与几何学相结合，偏难；

23题是一个大综合问题，涉及到的知识

点较多，但第一小问是学生较熟悉的模

型，容易得分。24题是多粒子的磁偏转、

电偏转及能量综合型问题分析，与2010

年全国高考最后一题相似，具有一定的

难度。

物理：试卷计算题有点难
合肥七中 王珍

试卷评析 实验题难度降低

合肥三模过后，心理容易浮躁，要努力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降低外界因素对自己

的影响，要着力解决自身的“短板”，完善知

识体系。同时，要跳出题海战术，回归课

本，加强审题能力的训练及基础实验的训

练，构建正确的物理模型，以不变应万变。

生物：与近两年高考题考点互补
合肥七中 朱奇

试卷评析 试题难易适中不偏不怪

1、对主干知识要有广度和深度的把

握。模棱两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从近两

年的高考生物试题来看，选修部分的考查，

多以识记为主；光合和呼吸作用、遗传的基

本规律、遗传信息的表达、生命活动的调

节，这些知识点的考查往往要求较高，需要

考生在理解、识记的基础上，运用相关规律

解决问题。

2、注意体会高考题中信息的呈现

方 式 、试 题 的 解 题 要 点 和 易 错 点 、试

题 的 解 答 方 式 ，特 别 是 其 叙 述 方 式 ，

这样有助于提高解题能力、提高答题

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也能保持一定的

“题感”。

3、考前的适度紧张是正常的，适度的

紧张还有助于考生集中精力。

赢考建议 适度紧张有助于临场发挥

赢考建议 要着力解决自身的“短板”

复习迎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