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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的分布较为均衡

高考 GAO KAO评卷

尽量增加知识点的覆盖面
地理试题严格控制长度的同时，尽量增加知识点的覆

盖面，主要涉及了地球运动、大气环流、天气气候、河流水

系、地质作用、地理环境整体性与区域分异、能源资源、工

业化、城市化、人口迁移、自然灾害等，重点考查考生的地

理素养、地理技能，全面覆盖《考试说明》的四大目标十三

个次级考核目标。寥寥几题竟能达成如此覆盖目标，不能

不让人惊叹。

皖风徽韵体现学科价值
试题关注学科前沿和学术动态，将问题探究、研究性

学习等元素融入试题之中，体现能力主旨。此外，突显皖

风徽韵，体现学科价值。细品今年的地理试题，可以说每

道试题，在追求更高的价值取向的同时，渗透安徽元素，培

养乡土情怀。第23～24题从安徽走向世界的情境入手，

引导学生立足安徽，放眼全球。第33题以上海与安徽的

联系为背景，考查学生对于部分皖籍在沪从业人员返乡创

业原因的探究，引导学生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家乡建设

有机结合，立意高远。

图像题让考生领略了学科魅力
地理试题以人口、资源、发展、环境等方面的主要问题

和对策为背景，考查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第29～30

题借用温带地区的节能住宅结构，通过建筑采光和遮阳设

计，巧妙地考查了地球运动地理意义。此外，今年的地理

试题共有七幅图像，包括景观图、等值线图、统计图、坐标

图、数字地图等，不仅充分展示了地理图像之美和学科魅

力，而且让考生在解答地理试题的过程中，感悟地理的图

像美、探寻地理的奇异美、发现地理的统一美、领略地理的

和谐美，享受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心境。

合肥包公祠、徽州牌坊群让考生备感亲切

文综处处渗透“安徽元素”

昨日高考结束，一考生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与母亲击掌庆祝。接下来，就是

等待考试成绩了。 李超钰 图

安庆迎江寺、徽州牌坊群、涡阳老子庙、合肥包公祠

……这些安徽人耳熟能详的地名都出现在了文综试题上，

省内一线名师分析认为，今年文综试题不少题都有创意，

特别是一些安徽特色题，拉近了考题与考生的距离。

政治：不少题让考生耳目一新
淮北实验中学 徐英柏

常考知识点考出了新意
试题立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各种背景材料为

载体，注重对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

的考查。试题考查的一些主干知识点虽然是历年常考的，

但今年考出了新意。如第3题突破了经济学计算题的常

规思路，不只是让考生计算结果，还要求考生根据计算结

果进一步推断出相关结论，把经济理论和经济生活实际有

机结合起来。

不少题让考生感觉耳目一新
试题通过曲线、漫画、表格、成语等多种形式设置情

境，图文并茂，内涵丰富。第37题以“文化是国家形象的

灵魂”、“品牌是国家形象的名片”两个话题为素材来设置

情境，既能让考生领悟两个材料的中心思想，又使考生感

觉耳目一新。试题选材立意新颖、高远，有“味”且不失大

气。试题中涉及的2011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茶文化等材料，都具有较强

的时效性、人文性，容易激发学生兴趣。

考题让考生模拟一种“真实”活动
试题的探究活动设计新颖。整个活动以“民生、民主”

为主线，“目标解读、观点评说和感悟反思”三个环节，环环

相扣。通过“聚焦”、“参与”、“出示”、“解读”、“评说”、“感

悟”等行为动词组织材料，模拟一种“真实”活动，让考生参

与其中。此外，设问对能力的考查也是层层递进。

新课程背景下各省自主命题都力图体现本省的地方

特色，今年的高考试题在选择题和材料题中都有体现。

例如第35题所引材料就涉及安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

陂及其作用。第12题选用安徽境内四幅人文景观为素

材，安庆迎江寺、徽州牌坊群、涡阳老子庙和合肥包公祠，

这些都是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利用的课程资源。值得强

调的是，该题首次将地方课程资源引入历史试题，这对中

学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地理：试题融合本土知识
淮北一中 陈红文

历史：首次将地方课程资源引入试题
合肥七中 李艳

从学科板块看，中国古代史占31%，中国近现代史占

36%，世界史占33%；从教学模块看，必修一占30%，必修

二占34%，必修三占22%，选修一、二占10%，另有一道考

查史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的选择题，占4%。由此可

见，试题在突出主干知识考核的同时，又兼顾知识的覆盖

面，知识点的分布较为均衡、合理。

每道题都创设了新的情境
今年的历史卷不仅有适量的文字信息，还将国画、图

片、地图、数据表格和漫画等材料引入试题，彰显了历史学科

丰富性的特点。每一道题都创设了新的情境，材料呈现形式

活泼多样。例如，第15题将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

启蒙方面的认识落差巧妙地结合起来，综合考查中国近代主

流思想文化的演变，立意高远。第21题以日本福岛核泄漏

事件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反思历史，充分发挥

历史学科“以史为鉴”的作用，体现了新课程对学生知识与能

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试题呈现方式看似

平淡无奇，实则蕴涵科学伦理的深意。

首次将地方课程资源引入试题

今年的历史试题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坚持能力

立意，对学生思维能力、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以及在科学

历史观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方面有着

充分的体现。每一道试题均围绕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

基本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运用文明史观、社会

史观、近代化史观和整体史观等新史观整合历史素材，对

学生的阅读、多角度审题和解题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例如，第17题的考点是宗教改革，这是今年《考试说明》新

增的一个考点，高考前中学师生肯定会加强复习准备。

本题以意料之外的设计，考查了情理之中的知识。

对考生的阅读提出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