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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一模数学试卷的面纱已经揭

开，试题给广大师生的总体感觉应该

是意料之中，这说明历经四年的新课

程高考已经成熟，无论是命题者，还是

一线教师对高考考什么，如何考，重点

是什么，难点是什么都已经有了总体

的认识与把握，高考或模考的试卷已

经趋于稳定，理性与从容地应对高考

是每个参与者已经具备的素质。

试卷分析：
试卷整体难度“不偏不怪”

1.保持稳定，注重基础。试卷保

持了2009年以来高考安徽卷的试卷

结构，三大题型共21题，每种题型试

题难度原则上由易到难，每题都严格

依据上一年的安徽省考试说明来进行

命制，整体难度适中，考查的都是平常

教学的基础知识与常规考点，突出基

本思想与方法的考查，不偏不怪，对高

考复习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2.突出重点，弱化难点。试题突

出了对高考重点内容的考查，六大重

点内容在整卷中所占的比例在80%以

上，符合考纲要求。在考查重点的同

时，尽量避免重点内容考查的深度与

难度，这对正在复习进行中的高三学

生是适合的，符合教学实际。

3.强化能力，重视思维。除个别

小题，思维量不大，通过简单运算即可

解决之外，多数试题都具有一定的思

维量，问题解决需要综合运用多个方

面的知识方可解决，对数学能力特别

是对运算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如理10、15、18、19、21，文10、15、19、

21。如果运算能力较弱的考生可能在

规定时间内难以完成全卷。

复习建议：
加强专题的训练与巩固

1.抓纲务本，夯实基础。按照高

考考试说明与教材内容，全面系统地

扎扎实实地进行一轮复习，确保不留

死角，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与基本思

想方法掌握要清晰、熟练。

2.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函数与

导数、三角与向量、数列与不等式、立

体几何、解析几何、概率与统计是高考

的重点内容，也是高考的难点，加强专

题的训练与巩固非常重要。

3.掌握方法，注重总结。数学问

题的解决需要数学知识支撑，也需要

方法与技巧来实施，每一类问题的解

决可能有多种办法，但总会有一种方

法是最好的或最适合自己的，大家在

做题的过程中要善于思考总结，优化

解题思路，提高解题速度。

4.明确目标，树立信心。一模考

试只是对前一时期复习效果的一次阶

段性检测，据此发现不足，找到差距，

有利于后期复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

行补差补缺。另外，结合自身实际，有

目的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复习资料，做

适合自己的习题也非常重要，如即将

结束专业考试的基础较弱的艺考生，

应该把五本必修两本选修课本上例

题、习题做好就行了；对基础知识掌握

较好的学生来说，多做些模拟试题、专

题训练卷来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

（下转14版）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差补缺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余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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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出现“时髦词”，考生很亲切
合肥一模昨天顺利结束，省城名师点评五科试题

备受关注的合肥一模考试顺利结束，记者昨天在合肥市各考点采访时了解到，昨天开考的

数学、物理等五个学科试题难易适中，没有出现偏题、怪题。考生反馈，试题出题比较灵活，试

题中出现了不少“时髦词”，这让考生觉得试题没有陌生感，甚至倍感亲切。为了及时帮助考生

查漏补缺，本报邀请了省城名师点评五科试题，希望对考生后期复习提供帮助。

苏卫兵 记者 桑红青

不要脱离教材盲目地做习题
合肥七中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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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题型新颖，覆盖知识点较多，

个别选择题难度较大，非选择部分难度

适中，题量适中，多数考生可以完成。

试卷分析：
对教材传统重点知识点不回避

1.试题考查角度新颖，要求学生对

基本知识点有较高灵活运用能力。如选

择题第4题，考查学生对氨基酸脱水缩

合的准确理解，根据题意，从S原子为2

得到半胱氨酸有2个，再根据O原子的

数目确定丙氨酸数目为4个，如果运用

方程组解题可能过于繁杂；选择题第16

题，必须认识到重捕方法不同使捕获的

鱼部分死亡对本题的统计计算无影响；选

择题第16题，B选项因为抗原—抗体杂交

技术只能判别基因是否表达，不能判别基

因是否发生基因突变，本题只能运用

DNA探针技术对基因本身进行检测。

2.对教材中的传统重点知识点不回

避。如关于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生命

活动调节等都进行了集中考查；非选择

题第21、22题分别考查了细胞代谢、光

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非选择题第23、24

题分别考查了免疫调节和遗传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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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有

用信息并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如选

择题第２0题，需根据图表中的信息对

A、B、C、D、E、G六种物质生成进行排

序，认识到突变体1、2、3、4、5为控制合

成相应物质的酶基因出现错误，得到六

种物质的生成顺序为：E、A、C、B、D、

G，才能选择A选项。

复习建议：
图表题不能靠死记硬背

1.回归课本，夯实基础。应该回归

课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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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可能巩固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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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整和连贯新旧知

识，建立良好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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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时间重点突破，答题应规范语言表达，

尽量用生物学术语，并规范书写。

从整体上看，一模物理试卷知识覆

盖面较广，没有偏题、怪题和特别难的

题目，基础题和能力提高题相互结合，

注重基本知识和能力的考查，但也无特

别简单的送分题，试卷总体难度中等偏

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较好的区分度。

试卷分析：
重点考查分析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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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修

1、必修2力学部分约占48分，选修3-1

电学部分约占30分，同时还考查了电

磁感应、机械波、光学、动量等高考必考

的选修内容。

2.从能力要求上看，本次一模试卷

在考查学生对物理概念正确理解的基

础上，还重点考查了学生运用所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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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

11题不是简单的读数问题，要求学生

对游标卡尺的原理十分熟练；第3、17

题就要求学生能根据物体的不同的

受力情况分析物体的运动情况；第

16 题是有关圆周运动、机械能等方

面的问题，要求学生运用能量的观点

去解决问题，同时在 16题最后一问，

还要用数学知识去讨论物理学中的

最大值问题，这对学生的数学能力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

复习建议:
训练自己合理分配考试时间

1.一轮复习即将结束，考生即日起

要多做一些综合训练。一模考试还是

单科考试，但高考却是理化生合卷，对

学生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做

一些综合训练，可以训练自己合理分配

考试时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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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骤的排序与补充等环节进行系统复习。

考生即日起多做一些综合训练
合肥七中 张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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