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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点评高考理综卷

物理计算题难度下降
化学稳中求变
生物注重综合考查

针对今年的高考理科综合卷，省考试院邀请了合肥六中教师陶
玲、合肥五中教师张涛、合肥一六八中学教师葛暄进行试卷点评。

物理：
计算题难度下降，区分度不大

由于选修 3～5 部分由选考变成必考，全国Ⅰ卷理综物理部分的
试题在题型上与往年有所区别。陶玲分析，这主要体现在选考题由三
道变为两道，但总体来说，物理部分的分值仍保持在110分不变，大的
题型和模块上对应分值几乎没变。

“8道选择题，回归5道单选+3道多选题模式，选择题难度和去年
难度相当，大多数题目涉及的物理情境和模型都是平时练习中常见
的，学生容易下手。”陶玲介绍，实验题延续去年特点，无论是力学实
验还是电学实验，均注重考查学生对于实验目的，实验原理的理解，实
验数据处理方式的把握，对学生的题干信息的提取、处理和综合能力
有较高要求。

陶玲称，今年计算题整体难度较去年要低，且区分度不大。计算
题整体较平稳，对于模型的考查以及综合情况均易于前两年，学生容
易得分。选考题部分整体难度适中。3-3 模块选择题考查了气体分
子运动速率的统计分布特点，对学生图象处理能力有要求，计算题延
续前几年的气缸类相关的气体实验定律，区分度不大。3-4模块考查
了波的干涉和光的折射，题目不难，对数学运算能力有所要求。

化学：
稳中求变，呈现方式新颖

张涛认为，2017 年全国Ⅰ卷跟往年相比，考查的知识点分布稳
定，整体难度比去年略大，具有较高的效度和区分度，直接以现实知
识为背景材料的考题依然是重点，图表类试题和计算题考查力度维
持稳定。

除了经典试题延续考以外，今年化学试题也在探求变化。如未考
阿伏加德罗常数、实验中装置图连接和原理综合中图表的分析；选题
生活化，情境新颖，图文并茂，呈现方式多样，设问灵活，如选择题 8、
13，实验题26，如选择题10、11、13，流程题26，所涉及的命题素材,所
给的条件都是教材中没有出现的，题目题干加长，设置情境增多，强化
知识的融合和理解，提高了思维容量，入手不宜。

另外，实验的第一部分考查了实验操作、实验评价，知识紧扣课
本，注重基础。第二部分内容是化学实验分析，此题题目难度不大，但
是运算能力要求高，考生在思考此题的时候能不能进入题境就成了关
键，此题最后两空有一定的区分度。

生物：
注重学科内综合考查

葛暄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生物分值及比
例大体保持稳定。“试题重点考查了细胞的结构
与功能、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内环境稳态的调
节、遗传定律、种群数量变化、微生物的培养与
分离、基因工程等主干知识，对考生来说，没有
任何违和感。”葛暄分析，今年试题突显能力立
意，重点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与理性思维，尤其
是实验探究能力。

“知识考查注重学科内综合，兼顾模块之间
均衡，试题在突出对生物学主干知识考查的同
时，注重学科内综合考查。此外，重视课本知识
的迁移和拓展，整个试题始终体现了对课本主干
知识要点之间联系的考查，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学
科知识储备与思维容量，真正体现了对考生学科
素养的考查。”葛暄还表示，题目注重结合学科
背景材料，在考查主干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
学生的图文转换能力、获取信息能力。

葛暄表示，从高考试题上可以觉察出对日常
教学的引导，“比如加强学科知识的串通融合，
注重生物发展史上重大学术事件的诞生背景，适
当拓展相关内容。重视实验教学，加强对学生实
验设计与探究能力的培养等”。

名师点评高考文综卷：

政治突出主干
历史整体难度下降
地理扎根生活

对于文科生来说，文科综合往往能拉开分数差距。省考试院邀
请了合肥七中教师程静、合肥九中教师梁君华、合肥六中教师汪洪
波分别对政治、历史和地理试卷进行了点评。

政治：
试题结构稳中有变 隐含公平意识的价值理念

程静认为，今年政治试卷回避“偏”“繁”“旧”知识点，坚持考试
内容的基础性与考试范围的规范性相结合。突出主干知识考查，但
又不失考查深度。试卷集中考查了学生对所学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观点的掌握程度，体现对基础知识学习的高度关注。例如，
没有出现令大多考生焦虑的计算题，考查了曲线题，但要求学生对
互补品和需求曲线的相关知识综合掌握。

试卷还注重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通过生动的案例把
传统文化具体化，引导考生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历史传统和文化积
淀。如：19 题以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设置情境考查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的文化意义；40题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为背景，让考
生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分析其成功的原因。这些题目重在引导学生
思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感受我国科技进步的成果，增强文
化自信，提高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试题中还隐含众多的公平意识、创新意识、环保意识等主流价
值理念，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有利于学生感受知识的应用价值和现
实意义。

历史：
试题耳目一新，整体难度有所下降

“从试卷整体看，试卷阅读难度有所下降。”梁君华称，历史试卷
中文言文、西式材料的阅读，一直是学生解答历史试题的障碍。从
2017年高考全国I卷来看，考查中国古代史的题目如24、25、27题，
都没有采用文言文，26 题表格中的文言文阅读也非常易于学生理
解。在考查世界历史时，如 32、35 题材料型选择题，也采用非常平
和的语言进行表述，没有在语言上设置任何干扰，这样不仅避免了
考生的阅读障碍，而且更有利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的基本素养。

从试卷形式看，2017 年全国 I 卷历史试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即表格成为了命题人的“新宠”。选择题中25、26、33题，均采用
不同方式的表格直接入题，并且打破常规的将题目的设问置于表格
之下。非选择题中的42题（即往年的41题）也是在一再“变脸”的传
统下，采用了文字型表格的形式，将中外历史以对比的形式呈现给
考生。表格型材料，一直是历史试题中非文字题目的“主打”。它通
过呈现不同的数字或文字，有利于考查学生对有效信息合理、完整
的解读能力。

地理：
扎根生活，重点考查主干知识

“试题扎根于生活，成功‘落地’。”汪洪波认为，今年的地理试题
延续了新课标卷的一贯特点，选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素材，如选择

题第一个题组的绿化隔离带，第二个题组的海德堡印
刷机，第四个题组的葡萄越冬的双层覆膜保温技术，综
合题的剑麻问题等，用新颖的情境，以一条主线为引
导，逐步分析信息，通过分小题设问，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引导考生用所学的知识一步一步地探索问题。

在他看来，本卷考查主要是主干知识，内容涉及自
然地理部分地球上的大气、地球上的水、塑造地表形态
的力量、整体性和差异性，人文地理部分：城市与城市
化、农业、工业、人地关系。必修书所涉及的知识除地
球运动、人口和交通外，其他部分都有所涵盖，有一定
的广度。另外，本卷在考查的知识点中具有一定的深

度，试题一般是小切口，以一
个背景为中心，注重对知识纵
向发展。解决问题用的是地
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比
较符合考生的思维习惯。

▋记者 于彩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