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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卫兵 星级记者

桑红青/文 倪路/图

昨天下午，合肥一模落

下帷幕。记者昨天在合肥

八中、合肥九中等考点采访

时，多数受访的考生称物理

难度中等，生物等学科比较

难，出题灵活。为了帮助考

生更好地掌握各科所考查

的知识点，记者昨晚邀请五

位名师对数学等五个学科

进行了点评，希望对考生能

有所帮助。

试卷点评 对考生的数学运算能力有所提高

1、回归课本，夯实基础。不脱

离教材而盲目地看资料、做习题。

对以前做过的笔记和纠错本进行

重新梳理，避免知识点的大量遗

忘。2、点面结合，构建知识网络。

既要重视章节的复习，又要重视章

节之间的联系。制作概念图，可以

统整和连贯新旧知识，建立良好的

知识结构。3、近几年高考，曲线

图、柱形图、表格图等很受命题人

的青睐。这就需要学生具备较好

的读图、获取信息的能力，靠死记

硬背是无法解决的，对此类题型，

要重点突破，答实验题应规范语言

表达，尽量用生物学术语。

省城五位名师点评合肥一模试题

物理考查面广，生物难度不低
名师支招考生：后期复习一定要“回归课本”

物理：试题整体“有点小难”
合肥七中 张小鹏

试卷注重基本知识和能力

的考查，知识覆盖面较广，没有

偏题、怪题和特别难的题目，但

也无特别简单的送分题，试卷总

体难度中等偏上，比较灵活，有

较好的区分度。1、考查知识覆

盖面广，主干知识突出。以必修

1、必修 2 和选修 3-1 中的力学、

电磁学知识为主，几乎把力学、

电磁学的主干知识一网打尽。

其中力学部分约占 50 分，电磁

学部分约占40分。同时也考查

了电磁感应、机械波、动量等选

修内容。

2、在考查考生对物理概念

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还重点考查

了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物理

过程的能力以及应用数学知识

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和实验能

力。例如第 2 题就要求学生能

根据物体的受力情况分析物体

的运动情况，第14题要求考生在

审题时能看出中间一段时间物

理处于静止状态；第16题是复合

场问题，更要求考生能分析带电

小球在连续的三段空间各做什

么运动，同时在16题，出现了双

根号的表达式，这对考生的数学

运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关注前沿科技与物理的

紧密联系，如第 5 题的天体对

接，第10题的传感器等。这提醒

我们要有意识地将生活、科技、

社会等有关问题转化为物理问

题，并能建立起正确的物理模

型。

1、分析试卷，查漏补缺，系

统整理错误，对一些平时容易忽

视的知识点，要做到全面系统地

再复习。2、尽快结束一轮复习，

早日进入综合训练，培养和提高

物理综合解题能力。3、要注意

总结和积累解题方法。如解答

选择题除了采用直接判断法外，

还可针对不同类型的试题采用

排除法、整体法、特值法、极限

法、代入法、图像法、假设法等

等；对常规物理实验应从实验仪

器的读数、实验器材的选取、实

验步骤的排序与补充、实验数据

记录及处理等环节进行复习。

要分析试卷“查漏补缺”备考建议

试卷点评 部分选择题难度较大

生物：勿脱离教材盲目做题
合肥七中 陈强

试卷整体题型新颖，覆盖知识

点较多，部分选择题难度较大，非

选择部分难度适中。1、试题考查

角度新颖，要求学生对基本知识点

有较高的灵活运用能力。如选择

题第５题，考查学生对生物无氧呼

吸中能量代谢的准确理解，Ｂ选项

认为后面的ATP的能量来看自前

面 ATP 是不准确的；选择题第 11

题，从 DNA 上基因表达的角度考

查对生物性状（猫的毛色）的影响，

只有一条Ｘ染色体上的DNA有转

录功能的理解，才能合理准确解释

题干出现的现象。

2、对教材中的传统重点知识

点不回避。如关于有丝分裂、减数

分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生命

活动调节等都进行了集中考查；非

选择题第 21、22 题分别考查了光

合作用、呼吸作用和有丝分裂；非

选择题第24、25题分别考查了育

种和动物血糖调节，重点强调对基

本知识点及语言的准确描述能力

的把握。

3、强调从各种图型和图表上

获取有用信息并解决相关问题的

能力，如选择题第2题，从图中得

出甲、乙、丙、丁、戊代表的各种细

胞器名称，并了解原核细胞只有核

糖体没有其他复杂细胞器；选择题

第12题，从题干坐标系中，分不同

对基因分析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基

因型关系。

4、突出新课标中对实验研究

方法的掌握，如非选择题第25题

对课标中对照实验的基本原则进

行了集中考查，要求对题干信息准

确理解，找出高糖只会抑制胰岛Ａ

细胞产生胰高血糖素，不合题意，

且没有实验对照组。

后期复习要“回归课本”备考建议

走出考场的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