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高考 13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钱智琛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陈文彪

省城名师点评合肥三模七科试题

不要让模考成绩成决战前包袱
昨天，备受关注的合肥“三模”落下帷幕。记者在各考点采访时，受访的考生

均表示三模各科试题难易适中，没有出现所谓的“偏题”、“怪题”。部分高三老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今年合肥三模试题区分度明晰，“与高考题比较像”。本报

昨天也在第一时间邀请省城名师对七科试题进行点评。

学生容易下手但拿高分不易 □合肥工大附中 曾广华英
语试卷点评：

试题比二模要容易

纵观全卷，比二模试卷略为容

易。听力语速接近真实高考语速，语

音清晰。单选题均属应知、必会的基

础语法知识。21~35题分别考查考

生对情景交际（21）动词时态（24、

27）、连词（28、34）、虚拟语气（30）倒

装结构（35）情态动词（33）、动词、动

词词组辨析（22、31、32）、非谓语动

词（26）副词（23）从句（25、29）。命

题突出知识点结合语境的考查，强调

语言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难点在于

结合意境的辨析题。

完形填空是一篇夹叙夹议有关

食品安全的文章，难度不大，但意境

性很强，要求学生要细心把握上下文

联系，个别选项干扰性很强。阅读理

解的选材、试题内容贴近生活并具有

时代特征；都很接近真实高考难度，

细节题的选项干扰强度加大。任务

型阅读层次清楚，学生按照表格结构

寻找信息不难，但要学生有非常扎实

的语言基本功才能达到任务型阅读

对提炼信息的能力和书写的精确性

的要求。作文属于开放式作文。总

的来说，这份试卷难易适中，学生容

易下手做，但想拿高分也不容易。

复习建议：
不要让模考成绩
成高考决战前包袱

Tips 1：A bit more effort and you

will succeed. 行百里者半九十。亲，

目前你最需要保持不变的是：良好的

心态和坚持。态度决定高度，坚持才

能确保成功。

千万不要让模考的成绩成为高

考决战前的包袱，实战前的阴影。切

记：What’s over is over.我们的目标是

高考。

Tips 2：增量式修正型复习法，赢

得自信，确保成功。

1.以考试说明中所列 24 大项语

法项目为支柱，梳理知识点。可以自

己在纸上画，树干-树枝，发散的方

式，将知识点、重点句型进行梳理、归

纳、总结，适当进行变换练习。如我

们可以根据比较结构的句型：A is as

different from B as C is from D. 仿写

出很多的句子：A is as proud of B as

C is of D. A is as sensitive to B as C is

to D. A is as interested in B as C is in

D. and so on and so forth.

2.以语法项目表第 13 项——构

词法的四小类为基点，在纸上画太阳

图，用发散的方式，将重点词汇及其

构成按规律梳理几遍。

3.翻看做过的试卷，重点关注自

己原来做错的地方，查漏补缺，修正

自己的英语知识网络。

4.适当地做模拟题，保持题感，

防止产生生疏感。背 3~5 篇英语作

文范文。

考前还要适当做一做题目 □合肥工大附中 凤梅

试卷点评：
整套试卷没有偏题怪题

这次的三模试卷的物理试卷没

有偏题怪题，与《考试说明》吻合度

高。7 道选择题注重基础，考查学

生的物理基本素养。如 16 题考查

平抛和匀加速运动的知识，18题考

查电场力和电场能的概念。 这些

知识在高考中是热点。但在这些

试题中是几个考点同时出现，综合

性强，还包含知识的迁移和提高。

如第 20题光学题，不失常规，又有

提高。实验题考查了单摆测重力

加速度的实验。

计算题出新，尤其是第一题，没

有单纯考力学题，而是结合了安培力

来考查牛顿运动定律，有突破和创

新。这是凝聚了合肥市高考研究专

家智慧的一份较好的试卷。

复习建议：
各个考点做到心中有数

合肥三模后离高考只有十几天

的时间了，考生不要过分关注三模的

成绩高低，而是通过对三模试卷的

分析找出自己在前期复习时的欠缺

和不足。要回归课本静下心来好好

理解基本知识、基本概念，这是高考

的主干部分。要编织自己的知识网

络和知识体系。各个考点做到心中

有数。要通过对自己前期错题的纠

正和整理，进一步提高自己对物理

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弄清题目中

的物理过程和物理情境，找出其中

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及有关条件，建

立对应的物理模型。另外还要适当

做一做题目，保持做题速度和解题

的熟练程度和感觉。

物
理

遇到太容易和太难的题目都要冷静 □合肥工大附中 方明化
学试题点评：

题型结构跟高考“比较接近”

试卷注重知识内有的联系，比如

第26题，将有机化学的主干知识和

相互转化关系紧密联系，全面考查了

学生对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的把握和

逆推理的能力。同时，试卷对新增知

识点有一定体现，今年安徽省化学考

试说明明确新增的一个知识点就是

氢键，对该知识点的考查在第25题

出现。整张试卷题型和结构跟高考

的贴合度较高，试卷也有微创新，比

如第25题最后一小题，使得考生在

高考时即使面临题型微调也能有所

心理准备，不至于惧怕。

试卷对知识点的考查全面，融入

大量知识点，覆盖面广，主干知识明

确，联系生产、生活、能源、材料中的

化学实际问题，体现了化学与时代发

展紧密相联的时代特征，对考生基础

知识的掌握提出较高要求，并且要会

分析和类比。

复习建议：
要针对高考保留题型做训练

考生在最后十几天的时间里，应

当以整合基础知识为主，辅以适量专

项训练和“7+4”限时训练。考生可以

回归课本，将必修 1、必修 2、选修 3、

选修4和选修5再看一遍，当然，这里

的看一遍不是说背一遍或是记住书

上所有文字，而是以“了解了”为目

的。要针对高考保留题型做适量专

项训练，题型差距大的题目可以跳过

去，增加对高考试题的熟悉度，同时，

为了保证一定的做题速度，需要在最

后这十几天做几套“7+4”的限时训练

或理科综合训练，这里建议选择安徽

各地市的三模试卷，题型和结构跟高

考最接近。

另外，如果在考试时出现以下两

种情况，请沉着冷静对待。第一种

情况是题目好像一看就会，这时请

你冷静慎重，多思考，找找是不是

存在“陷阱”，如果是非选择题，多

答点，一般不倒扣分；第二种情况，

题目好像一看就不会，这时也请你

冷静镇定，再重新审几次题目，有

时此类题目起点高落点低，会在题

目中找到隐藏提示，但是如果 30 分

钟依然出不来，坚决放弃。最后注

意答题规范，调整心态，要有自信，

这样才能成功。

第 1题核心知识点为生物膜系

统，涉及生物膜的组成和特点知识，

考查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记忆和认

识是否明确。

第2题给出了基因表达过程中一

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让学生去尝试解

释这一现象，综合考查了转录、翻译

等环节的知识，让学生认识到基因表

达过程的复杂性。

第3题以细胞分化为中心，糅合

了细胞凋亡、细胞癌变、基因表达等

知识点，考查学生区分不同概念的能

力。

第4题的相关曲线图虽然一再在

各类试题中出现，但本题在选项的设

置上化繁为简，简简单单的四句话把

图形中容易理解错误的点一一涉及。

第5题是有关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的内容，用了两张曲线图和一张柱形

图，综合考查学生的识图辨图能力。

第 6题考查能量流动的相关知

识，就几个学生不容易准确把握的

点，例如能量传递效率、同化量、能量

流动途径等设置选项，如果不仔细辨

别分析，还是很容易选错的。

第29题第一个部分用一个学生

不知道的相关概念来考查书本中应

该掌握的知识，还由此考查学生探究

最适浓度的实验设计，角度很新颖。

第二个部分是遗传学的内容，涉及两

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还有变化了

的分离比、染色体变异导致的配子异

常、ZW型的性别决定方式等，考查十

分全面，有一定难度。

第30题第一部分用了神经调节

反射弧的图片考查学生对于相关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延伸的第二小

题很能看出学生是否掌握了兴奋产

生的原因。第二部分以甲状腺激素

调节为背景，实际是考查学生设计实

验时对于无关变量的交代是否关注，

很细致。

第31题用玉米秸秆生产乙醇为

框架，合理地糅合了选修本的相关内

容。涉及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固定化

酶、PCR等重要知识点，考查得自然

巧妙。

总体来看，本次考试生物试题还

是比较灵活，只在选择题部分有涉及

书本中原始内容，其他题目都需要学

生结合所学知识认真思考、分析比

较、推理设计等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特别是非选择题部分较多涉及实验

设计的相关知识考查，有一定难度。

复习建议：还是要回归书本，但

要在理解掌握书本相关知识和实验

的基础上把握一般规律，具体题目具

体分析。

余树宝 记者 桑红青

生
物

出题比较灵活
有一定难度

□合肥工大附中 朱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