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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深读 关注

“一模”试题让考生感到很亲切
本报邀请四位名师第一时间点评试卷，并为考生备考支招

昨天，备受关注的合肥市2012年高三年级第一次教学质量

检测（俗称“合肥一模”）盛大开考，记者昨天在合肥六中（南

区）、合肥九中等考点采访时获悉，今年合肥一模难易适中，没

有出现偏题、怪题，各考点首日考试平稳。为了帮助考生及时

查漏补缺，从而更好地把握此次考试所考查的知识点，本报特

邀请了合肥七中四位名师撰写了分析文章，希望对考生后期复

习有所帮助。

考生要把背诵与理解结合

起来，否则极易写错别字；把背

诵与作文结合起来，适当背点名

篇，背诵的诗文也可以引用；把

仿写和作文结合起来，增添文

采；把文言文和现代文阅读与作

文结合起来，他们往往都是很好

的写作素材；把大阅读和诗歌鉴

赏结合起来，他们是一脉相通

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课外阅读

和课内训练结合起来，把素养积

淀和寻找技巧结合起来。因为

如果没有一定的语文积淀，却指

望在最后靠技巧训练拿到高分，

这无异于“源不深而望流之远，

根不固而求木之长”。

语文：题型等和
去年高考“非常神似”
合肥七中 汪培红

试卷点评

备考建议

地理：试题体现了新课改方向
合肥七中 陈德银

1、考生要扎扎实实做好下一

轮复习，继续注重基础知识和主

干知识，构建知识体系，不留知

识盲点。2、关注地理学科特点，

重视材料、图表，结合所学知识

去分析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地理

问题，注重提升获取新知和处理

有效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等多种能力。

（下转04版）

1、扎扎实实打基础，贪多贪难

不可取。抓基础知识，就是要抓

化学课本知识，力求每章节再过

关，注重总结归纳。

2、重视获取知识的过程和科

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平时复习与

练习都应该重视获取知识的过

程，掌握学习化学的“基本学科思

维方法”。

3、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抓

好知识的应用。每年试题都会涉

及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医学、

海洋资源、大气资源、生态环境、

安全知识等与生产、生活、科技密

切联系的一些社会热点内容。

试卷以《2011 年安徽省普

通高考考试说明》（语文）为依

据，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

核心的评价理念和高考语文试

题应具有的较高的信度、效度，

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的

要求。试卷沿袭去年安徽高考

语文卷的风格，可谓中规中矩；

试卷的样式、结构、题型、题目

的数量都和去年高考卷保持高

度一致，有利于考生正常发挥

水平。同时，试卷又在选材上

下工夫，稳中略求变化，文化含

量增大，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

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点，力求

创出特色。

一般论述类文章的阅读选

文本身较平易，但要准确选择

既必须关注全篇，又必须推敲

细部，对考生来说，思维理解的

活动量很大，广度和深度都颇

为可观，有一定难度。文学类

文本节选自《儒林外史》，故事

相对独立，既有安徽的地域特

色，又极具人文色彩，问题也是

围绕着小说的三要素设置的，

题干简洁明了，问题不难不偏

不怪。但对于不爱读书，缺少

积淀的同学恐难把握，甚至在

阅读时就有文字障碍。

文言文阅读回归人物传

记，平和规范，难易适中。诗歌

鉴赏题中“渔父”的形象是我国

古代文化中一个隐逸的符号，

折射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中国文

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

趣。这个选材也增添了试卷的

文化意蕴，引导学生关注传统

文化。

语言知识和运用部分中错

别字、成语和病句题可算是似

曾相识燕归来，是去年的翻

版。19题考查提炼概括能力，

关注生活，有新意，有难度。20

题非常贴近课本，提示我们课

本不能丢。

作文属新命题作文，材料和

题目关注人的心灵，简洁有意

蕴。看到这个题目，“梦想”“理

想”“憧憬”“追求”“精神家园”“超

越现实”“心灵的自由”“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大”“人是一根会

思想的苇草”……精骛八极，心游

万仞，各种相关话题会纷至沓来。

题目体现了安徽的地域特色

考生千万不能指望靠技巧训练拿高分

化学：重视对核心内容的考查
合肥七中 牛淼

1、实验考查突出信息获取。

实验题保持了来源于教材的风

格。第1、6、7、9、11、15、20、22、23

题均从不同角度考查学生的基础

实验操作与原理。同时注重对信

息获取能力的考查，如20题“黑磷

比白磷稳定，结构与石墨相似”。

2、重视对中学化学核心内容

的考查。选择题着重考查化学用

语、电解质、氧化还原、化学平衡

等基本理论。主观题考查了元素

周期表、离子反应、基本实验原理

和技能、有机化合物等主干知

识。整套试卷涵盖了电离平衡、

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化学平

衡、元素周期律、离子反应、同分

异构体的书写与判断、有机化学

反应类型、化学实验等主干知识。

3、考查经典题，注重推陈出

新。利用熟悉的试题，在考查对

象、试题的呈现方式或信息给予方

式上有所变化，从而增加了思维容

量。如：Ⅱ卷23题，这是一道2010

年全国高考题，题中第一问经过改

编后充分体现了对于试验探究的

精神，要求学生用已有的实验知识

分析设计实验时应注意的问题。

试卷点评
实验题保持了来源于教材的风格

备考建议 后期复习贪多贪难不可取

试卷点评
试题灵活新颖、难易适中

“一模”地理试题总体难度适

中，突出新课程理念。如选择题第

9、10 题，不仅要求掌握季节和季

节变化的相关基础知识，还要求学

生把握这些知识的内在联系以及

读图、识图能力。

试题灵活新颖。如选择题第

11、12题；17、18题；19、20题等，利

用景观图、栅格图、等值线图来呈

现地理知识，考查学生的读图能

力，特别是审题能力和运用知识能

力 ；综合题中21题以知识结构图

的形式考查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考生要建立知识网络，孤立地学点

或记点学科知识是不行的。

知识点覆盖面广。几乎包括了

高中地理必修的全部内容和选修

内容。重点考查了地球运动、气

候、水、地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农业、工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地

理信息技术、自然灾害等主干内

容。

体现了新课改方向。即面向

全体学生、考查学生的地理科学素

养、倡导探究性学习及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如第15、16题，通过环境、

资源、人口关系考查人类与地理环

境间的关系；第19、20题以“2011年

我国冬小麦开始收获期分布示意

图”考查现实生活中的地理问题，

既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又

体现了学以致用，学以有用的地

理，彰显新课改理念。

备考建议
在后期复习中不要留知识盲点

图为考生走出一楼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