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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我省中考首日，全省共有71.7万考生参加中考。记者昨天

从省考试院获悉，我省今年中考首日平稳，考生普遍反映试卷难易适

中。为帮助考生及时发现中考中出现的问题，也为下届考生有所启

发。本报昨天在中考结束后邀请了合肥市名师对今年中考试题进行了

详细点评。

试卷点评 出现了多年未考的应用文写作

1、吃透新课程标准，把握命题主旋律。

如今的中考试题不再是知识点的简单记忆和

重现，而是将化学知识贯穿在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情境中，注重探究、体现开放。

2、依纲据本，夯实基础。“知识与技能”目

标是新课程的三维目标之首，所以在教学中

一定要立足教材、夯实双基，强化化学基础知

识，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

3、注重实验教学，增加学生的亲身体验，

关注社会与生活，体现学以致用。化学学习

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化学实验。新课改后，增

加了很多科学探究实验和家庭小实验，应该

引起教师教学中足够的重视。

合肥名师点评中考首日试题
作文不易出现跑题，物理难度有所提高，化学无难题怪题

（1）要夯实基础，多一点积累。既指知识的积累，包括字词的积累、名

篇名著的阅读积累，文化常识的积累等。这是语文素养形成与发展的基

础，必须认真抓紧抓实。也指技能的积累，主要指解题的思路、解题的方

法和途径，解题的技巧等。

（2）要提升能力，多一点效度。培养学生答题规范的好习惯，强调答

题规范训练。不同的题型有相应的答题要求，要正确解答这些题目有相

应的答题思路，也有一定的答题要求。只有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方法和要

求，才能减少失误。

（3）要联系生活，多一点应用。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语文教学一定要注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认识生活中的现象，注重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语文：作文一般不会出现跑题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朱以鸿

2011年安徽省中考语文试题依然显得朴实简约，试卷模式、题量、分值

与前两年的试题相似。这充分体现了我省“以稳为主，稳中求变”的命题指

导思想，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较为科学的试题格式。

1、注重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考查。“语文积累与综合运用”中的字音、

字形、词义、句式变换重在基础，考生可运用好所带的《新华字典》。默写的

古诗文也是名篇名句，而且像去年一样采用“8选6”的形式，给考生更多的

选择空间。名著阅读题稍有文学常识即能作答。综合运用部分仍以主题

活动的形式设置语境，考查点为材料分析、语言表达、修改语病等，如果平

时基础知识训练到位，失分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多年未考的应用文

（请假条），值得注意。

2、阅读题更注重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能力，即信息的筛

选和整合能力。这方面的考查题有第5、7、8、9、10、13题，共25分，占现代

文阅读题总分值的60%以上。在回答这类题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概括

得不够全面和准确，容易丢掉得分点，尤其是散文的阅读题。文言文阅读

仍是考课内的重点篇目，而且词语解释首次达到5分，也可看出命题者对

基础知识的重视。

3、写作题目依然没有审题障碍。“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命题旨在引导考生

说真话、诉真情，考生应该不会离题，而且有话可说。这正是安徽省提倡“不设

审题障碍，让所有考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保证让考生正常发挥作文水平”的

具体体现。但要防止写得空泛，缺少真情实感的作文难以打动阅卷者。

命题启示 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

物理：试卷难度较去年有所提高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 秦吉峰

重视物理过程和方法的考查试卷点评

1、重视物理过程和方法的考查。物理学是

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机械地记忆概念和公

式，学好物理往往是一厢情愿。学习物理必须让

考生对概念、规律建立的过程有充分的体验，本

次试卷注重考查了这一点。如试卷的第２题，音

调与频率的关系这一教学难点，需要通过大量的

实验和演示实验来突破，齿轮实验就是其中较为

直观的一个，本题的考查方式就是想把背实验和

做实验的同学区分开来。再如第５题通电螺线

管的磁场，实验现象考生都很清楚，但与直导线

相比磁性增强的原因，考生可能只停留在知道磁

场强弱与电流大小和线圈匝数有关，而未从磁场

叠加角度分析。实际上在教学中，有不少逻辑思

维能力较强的考生已经提出来了，但由于课时紧

张，教师不能给予详细的解答，这样的次数多了

会挫伤一部分学生主动提问的积极性，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需要老师课下耐心细致把道理讲给

学生听。当然这道题选项比较单一，考生应该不

会丢分。

又如第18题，与以往多次考到的滑轮组机械

效率不同，让考生探究杠杆的机械效率问题，角

度新，立意高，要求考生真正理解了总功、有用

功、额外功的概念才能写出正确答案，而不是把

学生反复做过的题目再考一遍。第19题着重考

查学生处理数据，这也是平常容易忽视的。

2、注重高初中的衔接。如第3题路程图像，渗

透了位移的概念；第12题需要应用气体压强与温度

关系的知识；第13题中隔离法分析受力的思想。

3、再次强化列方程求解物理问题的意识。

以往的初中计算题往往就是套公式，久而久之，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发展很慢，这对学生的成长

显然是不利的，去年和今年的第23题都作了对

学生根据具体情况列方程求解能力的考查。

总体上看，2011年试卷难度较2010年有所提

高，有些题目对学生分析推理能力要求较高，学

生得分可能比去年略低，但无论从考查学生学习

物理能力上讲，还是从指导今后的物理教学上来

说都是一份好卷子。

化学：没有出现“难、偏、怪”题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姚海远

试卷点评 相信很多考生可以得到满分

今年中考化学试卷仍然为三大题：第一大题为

选择题（共20分），第二大题为非选择题（共34分），

涉及填空、实验与探究，第三大题为计算题（共 6

分）。总分60分。化学试卷延续了近几年的命题形

式，难度和区分度设置比较合理，充分体现新课程

理念，相信大多数考生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1、依托教材，重视基础知识。今年试题仍然

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没有出现“难、偏、怪”题。

试题将化学的基础知识放在以生活、生产、安全、

能源等问题为背景的情境中，通过学生对问题情

境的分析来考查学生利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来分

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如以“西气东输”使

我省很多地区用上了天然气为知识背景，考查了

气体的收集，生活中一氧化碳中毒的防止措施，

及使用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2、与时俱进，稳中求变。今年化学试卷题型

较新，体现出稳中求变的特点。题干与时俱进，

十分贴近生活实际。选择题部分比较简单，能够

保证一般的学生拿到高分，相信很多考生可以得

到满分。计算题也是利用化学方程的简单计

算。但是一些主观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14题

“探究可燃物燃烧过程中有无火焰”，要求考生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道题符合科

学探究的基本理念，对考生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

力提出较高要求。

3、联系实际，体现化学与生产、生活、社会的

紧密联系。大部分选择题和填空题，联系生活、

生产、社会、环保实际。试题从低碳环保、生命安

全与健康、营养素、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药物合

成、新物质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问题等多角度进

行了考查。

4、注重创新，试题的开放性增强。今年试题

注重考查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探究能力，强化了

试题的开放性，鼓励考生创新，有利于培养考生

利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5题“铝与

盐酸反应出现的灰黑色沉淀的组成是什么？”的

探究，考查考生多角度、多层面思考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了学科的应用性。

命题启示 重视科学探究实验和家庭小实验

考试结束后，几位同学在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