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安徽中考物理试题难易适度，兼顾了学

业水平测试与升学选拔考试的双重功能，试题依然重

点考查学生对物理基础知识、基本实验、基本技能的

掌握情况。问题情境贴近生活，体现了“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理念。

结构稳定，注重基础
今年的试题结构与去年高度一致。试题覆盖面

广，难度适中，尤其选择题与填空题，多为基础题型。

问题情境设置涉及部分热点话题，如“祝融号”、“天

和”核心舱等，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令国人振奋，同时

也让考生意识到物理学为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稳中有变，强化思维
整张试卷上大多还是往年常考的考点，但同时也

兼顾考查了学生对物理“本质”的认知水平。例如第6

题延续了以往的概念考查，但“从能量转化”这一视

角，对学生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第17题对电动

机的原理的考查较为灵活新颖，学生只有真正理解电

动机的工作原理，才能利用物理规律分析解决问题。

落实探究，提升素养
实验题仍考查了力学和电学的几个重要实验，

但在具体内容方面，有了一些变化。近年来浮力这

一部分常被作为受力分析的背景，用于考查力学的

相关计算，而今年第19题考到了浮力的探究实验，

将简单的计算及定量分析融入其中。第20题的电

学实验不仅考到了操作，在后两问中，对数据的处理

及分析归纳能力也进行了考查。实验探究是学习物

理过程中的关键能力，只有在日常学习中真正深度

参与实验，逐步形成独立完成实验探究的各个环节

的能力，才能在解决这类题型时游刃有余。

建构模型，回归本源
今年的计算与推导题，也延续了以往的方向，主

要考查了力学、电学，部分情境素材就取自教材。分

析与计算的过程，都不算复杂。此前，历年对杠杆的

考查都比较注重杠杆模型的建构，今年第23题也不

例外，但重心概念的理解与运用、数学工具的使用让

这一题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又有了更高的要求。

中考已经落下帷幕，而这一年的中考试题，也为

我们今后的学习提供了一些思考。首先，基础的重要

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平时注重基础知识的

积累。其次，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在思考中生长，在实

践中提高。

杨冬梅：合肥市瑶海区优质课一等奖，合肥市优

质课二等奖，全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大赛二等奖。

从事九年级教学工作多年。

追本溯源 导向“素养”
——2021中考物理试卷分析 ■ 合肥市行知学校 杨冬梅

立足课标彰显素养
——2021年中考历史试卷分析

■ 合肥市行知学校 程云

本次命题立足课标和统编初中历史教材，

以基础知识为载体，以学习能力为目标，以历史

学科素养为导向，彰显了历史学科教育功能，体

现了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命题思路。

一、试卷题型
本套试卷延续了去年的基本题型，共四大

题型：第一大题单项选择题，共15小题；第二大

题辨析改错题，共4小题；第三大题材料解析题，

共2小题；第四大题活动与探究题，共1小题。

二、试卷立意
本套试卷注重考查学生的唯物史观、时空

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同时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和

归纳能力。如第1、14、15题等侧重考查史料实

证，第2、5、6题等侧重考查时空观念，第3、8题

等侧重考查家国情怀，第7、11、13题等侧重考

查历史解释。材料解析题和活动探究题把唯物

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等融入材料与问题之中，综合考查和培养学生

的学科核心素养。

三、试卷特点
1.知识面广，综合性强

整套试卷注重基础知识和能力，考查的知

识面广，知识的综合性也较强，如中国古代史约

占16分左右，中国近现代史约占26分左右，世

界史约占28分左右。

2.难易适中，题干简洁

本套试卷从难易程度来看，设计的也比较

合理，题干较简洁，如选择题、辨析改错题较容

易，侧重考查基础知识，如西汉的“推恩令”、科

举制、江南经济的发展、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罗马帝国、工业革命、美苏冷战、福利国家等基

础知识的考查。材料解析与活动探究题从设问

角度来说有些难度，主要考查中国近代工业的

发展、工人运动的变化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西欧封建社会的特点及13世纪欧洲的经济

社会变革的表现及影响、1840年前清时期的中

国与世界，突出全球史观，强调中外联系。

3.试题灵活，侧重能力

本套试卷命题较灵活，体现了新课改的理

念，但是从三道大题的设问来看，又体现了命题

以能力立意为主，如最后一大题，“要求学生围

绕主题提炼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

题目的设置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和综合性，符合

选拔性考试在区分度上要求，也反映了初中阶

段历史教学的目标及要求。

历史学科是知识性很强的学科，研究近几

年的安徽中考历史试题命题导向，对中学历史

教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抓住主干知识，突

出教学重点；2.培养思考习惯，提高思维品质；3.

训练应试技巧，增强探究能力；4.适度关注热点

及周年纪念。

程云：中学历史一级教师，曾获安徽省微

课大赛二等奖，六安市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县教

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论文县级一等奖。

2021是政治大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思政学科作为立德树人

的关键课程，需要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给广大青

少年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学业水平试题肩负着价值

引领和政治认同的使命，要着力培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的情感。今年试题紧扣时代脉

搏，试题涉及“红色教育、觉醒年代、建党百年、十四

五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保护、中国的国际地

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

重大时政热点和重要内容。其中有几个方面尤其值

得点赞与关注。

1.试题凸显党史教育和红色教育主题
如要求学生结合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

醒年代》，分析革命先驱身上有哪些精神力量？并且

要求学生写出两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英雄

人物及其主要事迹。试题难度虽不大，但是能够很好

考查学生的知识面是不是广？视野是不是开阔？对

学生更是一次很好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引导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又如试题“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通过“党

史陈列馆图片展示，得启示；学讲话，体现观点；议热

点，评析；跟党走，析原因”。广大同学在作答中，对

党的知识相关内容是一次归纳和整合，既考查了学

生的基础知识，又注重了对学生创新、评析等高阶思

维能力的考查，更是融合了学生核心素养的考查。

2. 试题真正体现“以生为本”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

读物、体质”五项管理和要求，在试题的选择题和非选

择题均有很好的体现。如选择题中的手机管理，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教育部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的出发点

与目的，不仅是考查知识，更是一次很好的手机管理

方面的教育。

第13题中有两幅漫画，学生需要通过漫画一所

反映的“作业、校外培训、游戏”现象，联系到漫画二中

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结合漫画，感受到政府等相关部

门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来解决问题，促进和保障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成长。是一次很好的生命和健康教育。

3.试题引导学生热爱家乡、关注家乡
今年的第16题围绕安徽“十四五”规划主题，通

过“脱贫攻坚、平安安徽、创新安徽”等环节来考查相

关知识内容，继续保持了安徽专题的特点。以外，今

年选择题的10题考查了我省的薛家洼注重生态保

护，“变身”生态游园。选择题第11题考查了安徽自

贸区的片区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权力运行的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学生对本省乡土话题兴趣更浓，情感更

深。起到了知情意行很好的统一。

我们初中思政课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严格依

据现行课标，回归教材，坚持“五育并举”，做到

“八个相统一”，让我们的思政课回归到“育人”的

真谛。

杨使兵：教育硕士学位，连续十八届担任九年级

毕业班思政学科教学工作，中考成绩突出。

合肥市第八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合肥市德育先

进个人，连续四届合肥市中学骨干教师；合肥市初中

政治培训基地培训专家；合肥市中学政治王锋名师工

作室核心成员；安徽省大中小思政课集体备课组核心

成员；蜀山区中学政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曾被合肥

论坛评为“最美教师”。

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学生素养，注重能力考查
——2021年中考道德与法治试卷分析 ■ 合肥市琥珀中学 杨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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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名师分析 明年考生可避雷区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