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很多学生偏重于掌握知识的细节，

忽视了对知识结构整体上的理解和掌握。

因此在复习时，要注意对重要知识点的内

在联系进行分析和理解，抓住主干知识点，

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

2、重视对地理图表的判读和分析：应

有意识地强化读图分析能力的培养和训

练，重视地理图表的阅读与分析，善于运用

图表中的数据和信息来分析和回答问题。

3、构建思维模式：总结各类地理问题，

学会运用原理规律结合实际分析问题，构

建适合自己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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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评析：完形填空文章难点是长句多

1、立足基础，注重对基本原理和规律

的考查。如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及影响、影

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

条件、区域能源的开发条件、3S的应用、地

球自转和公转的地理意义、大气的受热过

程、人口的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运用等

高线判读地形特征等。

2、突出能力立意。学习生活中的地理

知识、学习有用的地理知识是新课程教学

的基本理念。试题将内容、方法和原理串

联起来，注重对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考

核，考查学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宏观整

体认识和把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强调地理图表的判读、分析和运

用。地理图表是地理学科的第二语言，注

重考查学生读图、析图、用图和绘图的能

力，是地理学科考查的主要目标。本次考

试试题除了23题、24题外，基本以图文形

式呈现。共用7幅图表且形式多样，利于

考查学生的基本技能。

4、体现学科的区域性和综合性。区域

性和综合性是地理课程的两个重要特点，

将地理问题落实到不同空间尺度的具体区

域来考查。如33题（1）（2）等有关地势特点

分析、水能开发等，有效地考查了学生区域

知识与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模试题体现了高考命题思路
本报中高考专家库名师点评各科试卷

资料图片

昨天，合肥二模完美落幕。合肥市部分高中高三老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二模试题难易适中，出题比较

灵活，很好地体现了高考命题思路，在题目的设置上，不少

题目设计非常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记者特邀请本报中高

考专家库名师对文科二模试卷进行了点评。

苏卫兵记者 桑红青

英语：试卷体现高考命题思路
●合肥七中 王瑞

考试命题的难度、分布和灵活性等和高

考试卷相似，也基本体现了高考的命题思

路：突出语篇、强调应用、注重交际，难、中、

易题比例分布适当，可以真实地检测出学生

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及区分度。

单选题注重在语境中考查考生的综合

语言知识。且15题都是一题一空，知识点

考查明确突出，也充分体现了高考考试大纲

的要求。同时题目涉及面广，但题干及选项

所用词汇均是考纲中的常用词。

完形填空文章中心是莎士比亚戏剧

Hamlet 中 著 名 的 台 词“To be or not to

be”，探讨这句具有哲学意义的话，乍看上

去似乎有些难度，但其中很多题目都可以

通过联系上下文及对句意的理解得出，可

以看出命题者的初衷是淡化语法考查，而

突出词汇及对文章的整体把握。文章难点

是长句较多，许多空的设置虽然考查上下

文或词汇搭配，却需要学生克服理解的障

碍耐心寻找线索。

阅读理解强调阅读速度，选材具有实用

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以说明文的考查为主，

多种题型结合恰到好处，充分考查学生的多

种阅读技巧的综合运用。

写作部分的任务型读写中除个别答案

可以在文章中找到且不需要变形外，其余答

案都需要考生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对文中

信息进行二次加工方可得出，强调在语篇结

构解读基础上的信息转换能力，对考生有一

定的挑战。

书面表达是命题式作文，学生经过较多

的训练，要尽量体现出较高的写作技巧，如

条 理 性 （first of all， besides， what’s

more …），亮点句式（定语从句、被动语态，

it 结构…）等。

1、回归基础，掌握好基本词汇与基本

句型，单词和短语听写的方式在冲刺阶段照

样可以用。

2、得阅读者得天下，每天阅读不少于20

分钟，多背诵优秀文章并在自己的作文中使用

高级词汇和复杂结构；加大作文的训练力度，

在文章结构、句式变化、词汇选择上下功夫。

3、坚持听力训练，精选与高考听力考题

题型一致、难度适当、语速适中的材料来加

强训练，直到高考。

备考建议：每天阅读不少于20分钟

内容设置科学合理，试题难度适中，四

个必修模块之间的分数比例分配得当，充分

体现了新课程理念。1、紧扣考纲，考查学科

基础理论、主干知识。试题体现三贴近，考

查考生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调动有关

知识，筛选判断、用简洁的语言阐述经济、政

治、文化、哲学等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观点。如：第9、10、11、12、37（3）、38（3）题，

全面考查了《生活与哲学》中以主干知识为

框架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脉络清晰。

2、注重检测学生全面发展、综合能力。

试题以现实中有关实际和理论问题为材料，

贯穿着“题在书外，理在书中”的基本思路，

创设新情景，提出新问题，全面考查了考生

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的能

力、阐释事物的能力、论证探讨问题等能

力。如38题的三问，要求考生从文字表述

中快速、全面、准确获取三科有效信息，整合

筛选书本知识，用规范的语言、清晰的层次、

正确的逻辑关系阐述现象，这正是高考的命

题方向。

3、关注本土生活热点，彰显灵活性、时

代性。如第4题，依托安徽基层民主时政

背景材料，选项的组合既考查学生对基层

民主知识的掌握程度，又巧妙地考查对材

料的细微变化之处的信息获取能力，兼顾

了知识、能力、灵活性。又如37题以安徽

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为背景，融入

了宣城市文化产业这个具体的情境，既体

现社会热点，又具有本土特色，把知识融合

在背景材料中，在具体的情境中去考查基

础知识、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分析、理解、判

断、提炼、升华，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灵活

性，符合高考要求。

政治：我省基层民主成为考题
●合肥七中 王 贵

试卷评析：四个必修模块分值分配合理

1、题型多样，覆盖面广。很好地贯彻

了考纲和考试说明的命题原则，在题目的

设置中，注意创新，尤其是新材料、新情境

的创设，使得形式活泼多样。在考试的内

容上，突出学科主干知识，围绕主干设计题

目，高考所考范围基本涵盖。选择题以12

题思想文化史导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均有涉及，选修部分与2010年文综相同，

以选择题形式呈现；材料题则以社会史（文

化史）切入，如35题人口普查问题。

2、关注热点，中外贯通。热点问题不

仅包括当前热点—时事（15、16 题）、周年

（21题），也包括一些长效热点—会史（12题

生命科，17、18 题民生问题，22、35 风俗观

念、人口问题）、三大史观（36题是文明史、

全球史、近现代化史的有机整合）。因此二

模试卷的最大亮点不仅是“新”，而且在于题

目的创设（尤其是材料题）真正体现了历史

学科的价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3、考查三维，注重方法。考查的目标

上很好地体现了新课改和考纲的要求（三

维目标，获取解读知识、调动运用知识、描

述阐述事物、论证探讨问题）。要做好题

目，不仅仅要有基础的知识，还要有广博的

知识、严密的逻辑、正确的史学观点、方法，

真正考查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1、回归教材，紧扣考纲，夯实基础，构建

知识主干体系。2、关注生活，关注热点，努

力提升综合能力；3、掌握解题路径和规律，

强化训练，提高规范答题技巧。

备考建议：回归教材紧扣考纲

试卷评析：高考所考范围基本涵盖

历史：最亮点是题目的创设
●合肥七中 周宗俊

1、复习时既要有专题知识的整合、也

不能忽视对基础知识如历史概念等的掌

握，毕竟所有考试题目的设计都是建立在

史实基础之上的。2、关注时事热点、兼顾

省情，并努力用历史观加以科学解读，这也

非常重要。

备考建议：关注时事热点、兼顾省情

试卷评析：注重考查学生地理基本原理

地理：体现了区域性和综合性
●合肥七中 程娣

备考建议：重视对知识点内在联系的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