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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立足教材，注重基础，在对主干知识进行

考查的同时，还倡导创新与应用，突出对实验探究

能力的考查。试题在干细胞移植、光合作用、呼吸

作用、遗传变异、生物工程等多个知识点创设情境，

尤为凸显对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如非选择题第

29题（I）中，明确给出实验目的、方法步骤，而要求

考生指出方法步骤中缺陷并进行纠正。该题旨在

考查学生对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案进行评价和修订

的能力，是我省在生物实验能力考查中的首次尝

试。而在第31题，考查点从遗传育种到基因工程、

从细胞培养到PCR技术，多层面、多角度地考查了

科学的探究方法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突出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

今年的生物学科试题体现了科学课程的性

质，重视对科学素养的考查；立足《考试说明》，依

据《课程标准》，突出了对考生的能力测量；关注

科技发展、现实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试

题难度适中，区分度高，对中学教学具有较好指

导作用。 本版由桑红青组稿

启示：要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今年的试题并没有规避大家都关注的社会

热点，严格依据《考试说明》的内容范围与能力、

个性品质要求，关注学生需求，着重考查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如选择题第 1题，AUG是起始密

码子，又是甲硫氨酸的密码子，那么是不是所有

合成的肽链的第一个氨基酸都是甲硫氨酸呢？

这是广大考生在平时学习中可能遇到的疑问。

再如选择题第 4 题，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地震中

受损而产生的核辐射污染已在全世界范围内产

生恐慌。那么辐射对人体有哪些有害影响呢？

本题重在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生活

的一些问题的能力。同时，正确地解答该题也

有助于消除对该事件不必要的恐慌，体现了对

生活的关注。

没有规避关注社会热点

题型新，立意新，突出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

理综凸显原创又“似曾相识”

物理：突出力、动量和能量三大主线
安徽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方济明

试题突出处理物理的三大主线
今年的理综物理试题重点考查物理主干知识：物体平衡、胡克定律、匀

变速直线运动、牛顿第二定律、曲线运动、万有引力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

等。试题以运动和力作为问题情景的设问方式贯穿始终，这也恰好符合高

中阶段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习惯，也是解决运动和力的主线之一。选

修内容所占比例16.3%，符合2011年安徽考试说明所规定的比例要求。试

题突出处理物理的三大主线：力、动量和能量。

知识迁移能力要求较高
第15小题要求学生能从试题提供的信息中获取三棱镜对红光的折射

率最小，考查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第17小题：“曲线上点的曲率圆定义为：通过A点和曲线上紧邻A点两

侧的两点作一圆，在极限情况下，这个圆就叫做A点的曲率圆，其半径ρ叫

做A点的曲率半径。”这就要求学生能从所阅读基本信息中抽象并建立物理

模型的能力——圆周运动，进而运用所学知识向心加速度概念回答P点的

曲率半径。试题设计新颖，知识迁移能力要求较高。

物理实验题I，取材于教材中探究弹簧的伸长量跟弹簧所受拉力之间

的关系——胡克定律，着重考查学生对所提供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单位换算，计算）的能力并最终得到结论。

物理实验题Ⅱ也是取材于教材中的内容。第（1）小问考查了多用电表

使用的基本技能；第（2）小问依据第（1）问中所得到的电阻的粗略值及电流

表、电压表内阻信息进行判定伏安法测电阻的内接法或外接法；第（3）小问

考查了多用电表内部结构电路图的各种功能，涉及到欧姆表的内部结构、

电流表的改装，量程大小的判断。小问由易到难逐渐提升、层次分明，有较

好的区分度。

启示：今后考生别搞“题海战术”
今年试题设计新颖，注重能力的考查，实验题重视教材，回归教材，远离题

海。这启示中学物理教学要以课堂教学加强物理实验原理、实验方法的教学，

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走进实验室动手实验，提高物理实验的基本技能。

试题坚持对中学化学核心知识的考查，覆盖面广，考查了中学化学教

学的约59个知识点。其中选择题保留了历年高考中区分度较好的部分传

统题型，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试题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试卷充分体现了《考试大纲》中对各种能力的考查要求，对指导中学教

学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如第9、13、25、26、27、28题注重对考生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息能力的考查，旨在让考生通过对实验现象、图形、模型、图表

的观察，准确提取实质性内容用于解答试题；第7、9、12、13、25、28题。注

重对表达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能够将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成果，用正

确的化学术语及文字等表达，并做出解释，这是化学学习不可或缺的能力

要素；第10、11、13、25、26、27题注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注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化学：实验题设问有适度的开放性
阜阳一中 马金星

试题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原创性强，试题注

重创设新颖的情境，体现化学与生产、生活、环境

和科技发展的密切关系，如第 7 题 N（NO2）3 是

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第 9 题是电镀废液中

Cr2O72-变废为宝转化成铬黄、12题国外最新研

制的“水”电池、26题室安卡因的研制过程、27题

二氧化锰的精制、28题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的防

治等，试题情境的原创，让市面上众多的模拟题

黯然失色，面对陌生的情境，学生必须具备厚实

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能力素养，才能得心应手地

解答试题，体现了高考的公平性，对推进素质教

育和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28题在综合各种能力的基础上突出实验

和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试题以铁为还原剂脱除

水中硝酸盐创设探究过程的问题情境，向考生展

示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

真实过程，要求学生能根据题意提出解决实验时

有关问题的方法，写出主反应的化学方程式，解

释实验现象，并对影响脱氮速率的因素提出合理

假设，像科学研究一样设计出合理的实验方案。

该题题型新、立意新，设问有适当程度的开放性，

是本卷的一个亮点。

设问有适当程度的开放性

启示：教学中要落实素质教育

生物：更体现了人文关怀
安庆一中 金久

今年试题考点分布合理，覆盖面广。在必修

部分（生物 1、生物 2、生物 3）的三个模块分值依

次为34.6%、32.1%和33.3%，分值比例合理。在把

握生物学科特色的同时，注重素材的新颖性，张

扬新课程理念，重视对学生创新潜质的测量，试

题的区分度有所提高。同时，在文字表述、图表

设计等多个环节上追求其易读性，这也体现了高

考的公平，更体现了人文关怀。

试题以“起始密码子AUG”引导理科综合试

卷的“起始”，又在“扩大细胞贴壁生长面积”中结

束，让广大考生读“似曾相识”之题，“搜肠刮肚”

思索，得“原来如此”结论。纵观此卷，试题不仅

注重了对细胞结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细胞分

化、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稳态调节、生态系统、基

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等主干知识的考查，同时通过

干细胞移植、131I对人体的影响、水利尿、濒危动

物保护、保水剂、家蚕养殖等新情境的设置，突出

了对考生能力的考查。

注重新情境的设置

今年高考理综试题一个最

大特色是凸现了原创性，但并

不让考生感觉到孤僻与陌生，

而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同

时，注重考查能力，这启示了

今后的学子：不能一味地搞

“题海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