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被称作高考“风向标”的《2013年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安徽卷考试说明》（以
下简称“考试说明”）公布，与往年相比，今年各科考试范围变化较大，特别是各科题型示例
变化特别大，部分学科题型示例“大变脸”，但考试形式和结构变化不大。为了帮助考生更
好地掌握各科《考试说明》的变化，本报昨天在第一时间邀请了合肥六中等名校高三老师
对各科进行了解读，希望对考生后期复习迎考有所帮助。

在考试范围和要求方面有三个方面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词语的表述上。1、

考查时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与赏析作

品的形象、评析作品的内涵和领悟作品

的艺术魅力综合在一起进行，其中新增

了“评析作品的内涵和领悟作品的艺术

魅力”。2、“探究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

意图”要求在把握文学作品深刻内涵的

前提下，探究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

图，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

世界，其中新增了“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

会生活和情感世界”。3、“思想健康”要

求文章中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倾向健

康、积极，新增了“法律规范”一词。

与去年《考试说明》相比，今年新添换

题型示例特别多，其中现代文阅读新添换

7篇、古代诗文阅读新添换8篇、语言文字

运用新添换4篇、写作新添换3篇。2013

年古代诗文删除的篇目有：

《出师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

异）、《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师

说》、《蜀相》、《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

昼）；新添加的篇目有：《天净沙·秋思》（古

藤老树昏鸦）、《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

语文：古诗文删减和新添篇目变化较大 合肥六中 朱传胜

考生最后冲刺复习时要紧扣《考试说

明》，既关注“热点”，也留心“冷点”（如对

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的考查）甚至“冰点”

（如教材和资料中长期被冷落的部分），不

放过任何一个模块和考点的细微差别。

最后备考阶段，应突出阅读鉴赏和作

文训练。 阅读鉴赏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

渐进，要明确2013《考试说明》中变化和调

整的内容和题型，然后有针对性地配合进

行一些阅读鉴赏文章，总结答题思路、答

题要领和步骤，做到有观点有分析。

作文方面，有重点的指导学生阅读和

研究“考纲”中要求的三种常见文体文章，

要全面训练，分类积累写作素材，培养应考

能力，训练写出构思新颖、材料新鲜、富有

时代气息，用语贴切、有表现力、见解独特

的好文章。近几年的考场作文，普遍存在

一种不良现象：一味追求名人示例，名言警

句，而忽略对文章立意的推敲、斟酌以及内

容的提升。对此，我们要切记“袖手于前，

疾书于后”之法，即认真研读、品味材料或

题目，仔细揣摩、领会出题人的意图，准确

把握材料或标题的内涵，结合自己熟悉的

生活，从而确立最佳的行文角度。

既关注“热点”也要留心“冷点”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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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热点

我省今年高考《考试说明》昨天出炉 省城九位

语文新添换题型很多，

数学科《考试说明》体现了一个字

“稳”。只在个别知识点的要求上作了

微小的调整。题型示例中也更新了部

分样题。删去了“会用中心投影画出简

单空间图形的三视图”；删去了“理解样

本平均数的意义和作用”和“会计算样

本平均数”，但这并不是说平均数的计

算不做要求，一方面平均数初中就要求

会计算，另一方面在计算标准差时会涉

及到平均数的计算；将排列、组合的两

条内容整合成一条，体现了排列、组合

之间的紧密联系。

数学：个别知识点作了微小的调整 合肥科学岛实验中学 邵利荣

1、要认真研读《考试说明》，准确把

握其对各知识点的层次要求，不盲目拓

展和加深，不做无用功。

2、通过第一轮的复习，深化了对基

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第二轮复习中，

就要强化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注意知识

的交汇点。比如数列，要不断寻求数列

与函数、方程与不等式、解析几何与平面

向量等知识的交汇组合，注重对函数、方

程分类讨论、化归与转化等思想以及对

数形结合、错位相减法、倒序相加法、裂

项相消、迭代法、放缩法、数学归纳法等

方法的渗透。

3、历年考题要多训练。各兄弟省市近

几年的试卷是最好的训练试题，建议考生

把题目按解答题的常规考查类型进行归

类，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强化练习和总结。

4、注重通性通法。在最后不到 3 个

多月时间里要更有针对性的练习，加强

对高考热点，重点题型，重要思想方法的

训练，不搞偏题、怪题，不刻意追求较强

的技巧，不要追求题目的量，要追求计算

的准确性，注意解答题答案的版面设计

和步骤的书写，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

不刻意追求解题技巧和题量支招

1、在考试要求中首次提到“命题把

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阶段特征”。

2、考试范围：必修稳中有减，选修

变中有增：（1）必修模块删除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国际工人运

动”与“京剧等剧种的产生和发展”；

（2）选修一删除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增

加了“王安石变法”；选修二增加了英

国议会与国王的斗争。题型示例的变

化：（1）题型示例总量不变，但有调

整。选择题共 18题，中国史与世界史

依旧平分秋色。更换的7道示例，注重

学生从材料中获取和解读信息并有效

运用知识的能力。非选择题共 12题，

更换的5道示例，注重新材料和新情景

的运用，答案要点的制定和说明，体现

了规范性与开放性的统一；（2）关注全

国新课标卷和其他新课改地区的试

卷，试题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和导向

性；（3）徽风皖韵，体现安徽特色。在

选择题题型示例中，例1、6、8、10、11、

12 是我省自主命题的高考试题，图文

并茂，鲜活生动。12道非选择题中有

两题是我省自主命题，与去年持平。

历史：徽风皖韵，体现安徽特色 合肥六中 吴昌发

1、注意通史复习，把握历史阶段特

征。第一轮复习按照教材顺序，第二轮

复习则要按通史体系进行复习。教师要

引导学生回归通史，重视历史的发展脉

络和阶段特征，整合政治、经济、文化三

个模块，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关联，必修

与选修有机结合。

2、重视分类训练。按照选择题和材

料题的类型进行有针对性地训练。

3、提高解答图表类题目（图片类、折

线图和柱状图类、数据表格类、漫画类

等）的能力，重视“新材料”的运用与“新

情境”的创设。

4、注意新增题型变化的内容，关注

乡土文化。新增题型起导向性作用，要

加以关注和研究；“徽风皖韵”，是安徽卷

的特色所在，复习时要善于总结安徽史

元素。

注意新增题型变化，关注乡土文化支招

后期的复习依然要抓基础，要全面掌握基础知识和主干知

识，同时也要注意答题思路的整理和归纳，多思考，多领悟，形

成知识体系和框架，真正领会地理环境的两个特点，即整体性

和差异性。

形成知识体系和框架支招

今年高考考试说明与2012年相比存在诸多变化，包括考核

目标与要求的细化。

自然地理：2012年的考点为“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

的特点”，2013年，变为“锋面、低压（气旋）、高压（反气旋）等天气

系统的特点”，并且位置前移一行。

人文地理：2013年考点“城市化的过程和特点，城市化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考试说明中的位置较2012年前移了两行，

说明城市化的相关知识在今年高考的考查中将会有所体现。

考点“农业区位因素，主要农业地域类型的特点及其形成条件”

在考试说明中的位置前移一行；考点“农业或工业生产活动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说明农业在今年高考中的分量将会有所增

加。2013考试说明删去了“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及“人

类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这两个考点，而是将重点落在可持

续发展思想的背景之中。

区域可持续发展：2013 年考试说明删去考点“区域的含

义”；考点“区域农业生产的条件、布局特点、问题，农业持续发

展的方法与途径”位置前移两行；考点“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

推进过程，产生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为新增的考点；考点

“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定位导航中的应用”的考查地位有可

能增强，这与我国前不久投入应用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存

在关联性。

选修部分：今年新增了选修6——《环境保护》。

地理：“城市化”相关知识
高考或有所体现

合肥六中 周淮锋

1、注重《考试说明》中不变的知识，关注微调的内容。

2、重视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培养。能从文字、图表中

提取所需的有效信息来解决有关问题。要有运用生物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能力（比如现在雾霾天气的形成等）。

3、加强实验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掌握《考试说明》中所

有列举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步骤及实验现象、结果的解释与

分析。

新增内容要“重视”

增加部分：1、选修一：制备和应用固相化酶；删减部分：必修

一：细胞的无丝分裂；2、选修三：蛋白质工程3、实验：模拟尿糖

的检测。

改动部分：1、“蛋白质的提取和分离”改为“蛋白质的分离”，

“提取”不再考查。2、“PCR技术的基本操作和应用”改为“PCR

技术的原理及应用”。3、“胚胎工程的应用”要求掌握的程度由

“Ⅱ改为Ⅰ”。总体看变动不是很大。从删减和改动的部分看，

感觉考查的难度有所降低。

生物：考查的难度有所降低
合肥七中 汪永兰

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