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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高考文综（政治）乙卷命题反

映新课标理念，发挥思想政治课立德树人

关键课程的作用，体现“一核四层四翼”高

考评价体系要求，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全

球视野，把握大局大势，找准问题的切入

点，落脚点，贵在践行，培育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聚焦解决问题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生动教科书，全国文综乙卷第40

题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

想和关于进京“赶考”的谈话为历史背

景，依托这一情境进行命题，综合考查考

生运用知识思考分析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的能力和水平，考生在解决问题时同

时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

本道理，增强了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强化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的培育。

二、大视野小切入平稳不平淡

全国文综乙卷第38题以我国民族

品牌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生产经营从

“垂直整合”向“供应链开放”模式的演变

历程为素材，从大视野下企业这个小切

口考查学生，指向具体明晰，情境选材回

应时代焦点，解答的关键需要基于设问

指向的知识在给定材料中获取后作答。

从知识的综合考查维度看，试题涉及劳

动生产率、比较优势、集成创新等基本概

念，能够体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

结合，坚持新发展理念，建立新发展格

局，国际国内双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

长。从能力的综合考查维度看，需要考

生理解掌握其内在联系，并结合材料根

据已学的描述性知识衍生出操作性知

识，由做题指向解决问题，考查获取和解

读信息的能力，能够从不同角度解析战

略转型的经济动因。试题考查体现平稳

不平淡，引导基础教育教学重视知识整

合融会贯通，注重发展考生综合能力，发

挥“以考促学”积极导向作用。

三、以情动人以美育人

命题注重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今年的政治

试题有四美：试题呈现形式多样化，清新

活泼，三幅图示图画，风格各不相同，连

续性文本与非连续性文本并存，特别是

漫画题，让学生在紧张中有片刻的轻松

感，体现了形式美；第21题王安石推敲

“春风又绿江南岸”体现了情境美；第40

题以建党100周年为背景，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的“赶考”故事，体现了故事美；第

22题引用恩格斯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对疫情的指示精神，体现了理性美。

（中学高级教师，曾获安徽省“全省

优秀教师”称号，高三政治学科备课组

长。在全国中文核心刊物和CN刊物上

发表论文10余篇。）

2021年高考物理全国乙卷试题结构

和去年相同，各板块分值比例合理，试题

有较好的区分度。从命题的角度看，遵

循学科规律，以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和引

导教学为根本任务，凸显在核心素养引

领下，对必备知识、关键能力，科学素养、

科学思维方法和创新意识的考查，以学

科素养为导向，以必备知识为基础，以真

实情景为载体，注重选取新素材，创设新

情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科技前

沿、生产生活实践，很好地落实了“一核

四层四翼”高考评价思想体系，贯彻了

“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

基”的高考命题理念。

一、重视对基础知识的考查

纵观今年的全国乙卷试题，涵盖了高

中物理所有主干知识，难度适中，考查学

生应知应会的知识和方法。其中力学部

分（包括实验）约41分，电磁部分（包括实

验）约48分，近代物理6分，选修部分15

分。试卷知识点覆盖面广，基础题较多，

例如选择题14~17题，实验22题，选修33

（1）题，这些题注重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等

必备知识的考查，引导学生夯实基础，重

视思维过程，促进考生学科素养的提升。

二、命题中考查了综合运用能力

例如选择题19题考查的是力与运动

的问题，但解题方法可不单一，可以用牛

顿力学，也可以用能量、动量的知识，甚

至还可以画运动中的 v-t 图像辅助解

题，考查了学科内知识体系的联系。计

算题25题，表面上看该题属于电磁感应

部分、但该题的难点在于受力分析、运动

过程分析，考查了考生的推理论证能力、

模型建构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关键能力，

更加强调学科内综合。

三、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如选择题第17题，以医疗放射性技

术为背景，考查了衰变、半衰期等知识

点，引导学生理解用数学方法表示半衰

期。选择题第18题，以天文学中黑洞为

载体，体现了物理在科技中的应用，计算

题24题则以生活中常见打拍篮球的体育

活动为背景，体现了物理在体育活动、生

活生产中的应用。

四、加强实验能力的考查

今年高考物理试题加强实验能力的考

查，引导中学开好实验课，促进对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22题运

用频闪照相研究平抛问题考查的是学生对

运动合成与分解的理解，利用该实验还能

测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引导学生对创新

意识的培养。第23题通过对实验误差问

题的分析，增强了试题的开放性和探究

性，全面考查了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中学高级教师，合肥市骨干教师，

曾主持并完成市级课题一项，国内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4篇。）

2021年高考对于安徽省来说非同

寻常。2020年9月，安徽省实施新课程，

2021级学生面临新课程改革。2021年

6月，2021届高三学子迎接新课程实施

背景下的高考。新旧课程交替之际，如

何复习迎考？2021年全国乙卷历史试

卷给出答案。此次试题命制既考虑旧教

材体系下的学生学习实际，又引领广大

师生关注新课程的推进，彰显历史学科

特色。

一、承接过往：新材料 新情境

本次考试试卷结构稳定，12道选择

题，1道材料题，1道开放性试题，3道选

考题。考查的内容涉及三本必修三本选

修。中国古代史分别考查先秦、两汉、宋

朝和明清史，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思

想，渗透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等学科素

养的考查。中国近现代史通过新材料、

新情境考查近现代中国人进行近（现）代

化探索的曲折和努力。世界近现代史考

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原始积

累、制度构想及实践和现代物理学诞生

的背景以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二、回应热点：渗透核心价值观

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

本次考试不回避这一热点，选择题和开

放性试题都有考查。选择题考查3道，

涉及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共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探索和20世纪50

年代中共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努力。3

道选择题通过新材料新情境分别考查学

生的文本解读能力、对历史概念的把握

和逻辑推理能力。开放性试题通过地图

展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

会议考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及其原

因分析，在开放、综合和创新考查中渗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紧扣课改：彰显学科特色

新课程教材体系发生变化，有两本

必修、三本选择性必修和两本选修。此

次考试通过25分材料解析题和15分人

物选考题对史学史和人物评价的影响因

素进行考查，这对新课程有引领作用。

25分材料解析题通过中西方史学家撰

写史学著作的过程反映史学研究的过

程、特征和价值，考查学生解读文本能

力、信息提取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选

考人物题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冯道

的不同评价考查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

能力。此次考查涉及新课程选修史学入

门和史料甄别，彰显历史学科求真的科

学精神和以史鉴今的史学价值。

结语：

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高中

新旧课程交替之际，全国乙卷历史学科

的考查不回避热点，承旧萌新，通过新材

料创设新情境，集科学性和人文性于一

体，综合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

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观。

（中学高级教师，曾获合肥市“骨干

教师”和巢湖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

荣誉。）

大视野小切入 聚焦解决问题能力
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政治试题浅析

■ 合肥七中 王 贵

承旧萌新 彰显历史学科特色
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历史试题分析

■ 合肥七中 王素珍

强基础 优情境 重素养 选人才
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物理试题评析

■ 合肥七中 张小鹏

2021年高考化学试题充分体现了化

学学科特征，聚焦于基础化学理论和前

沿化学工程技术，精选试题情境，弘扬学

科核心价值，突出考查了必备知识和关

键能力，以此推动基础教育和高考改革

稳步前进。试题风格与往年一致，总体

难度不大。

一、题型稳定，重视必备知识

化学学科的必备知识主要包括《化

学课程标准》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

程的内容。高考化学试题对这些基础知

识的考查，能有效地鉴别学生对学科基

础的掌握程度，以引导教师在教学中要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严格按照课程标准

和教材进行教学。如选择题第8题对几

种常见气体的制备进行的考查，选择了

制备原理、装置选择、收集等角度；选择

题第9题以离子方程式的正误判断考查

了学生用符号表征化学反应过程的能

力。乙卷第35题所考查的Cr的电子排

布、常见分子的键角关系，并不是要求学

生死记硬背键角以及中心原子杂化类

型，而是要求学生根据物质结构理论结

合题目示意图分析问题。

二、多维考查，强调关键能力

高考评价体系将关键能力划分为知

识获取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思维认知

能力。2021年高考化学试题立足化学科

学特点，选取新材料、新药物、新催化技

术等真实情境，深化对信息提取、逻辑推

理、归纳论证思维等关键能力的考查，提

升对学科核心素养考查的有效性，进一

步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例如，选择题第

13题将沉淀溶解平衡与弱电解质的电离

平衡进行结合，学生需要在掌握溶液中

的离子平衡理论基础之上，借助守恒分

析、图像分析等思维方法才能解决问题。

三、考教衔接，发挥考试导向

2021年高考化学试题密切关注课程

标准中的学业要求和中学教学实际，落

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保障基础性，增强灵活性，引导减少

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充分发挥

高考命题积极导向作用。

四、与时俱进，落实立德树人

考试作为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和重

要组成部分，与教育教学发挥着相同的

功能，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重要载体。乙卷第7题以碳中和

为情境，考查如何利用化学技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以此向学生普及了实现碳

中和的技术手段，第11题以我国航天航

空领域的重大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

所带回的月球土壤为载体，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渗透科学精

神、激发学习兴趣是学科育人价值在精

神品质方面的体现。

总之，2021年的高考化学试题全面

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为后继的高考改

革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化学教育硕士，中学一级教师，在

2018、2019年的一师一优课评选中，所提

交课例分别被评为省级、市级优课，多篇

论文发表在《化学教育》等核心期刊。）

强调体系构建 考查多维能力
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化学试题评析

■ 合肥七中 李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