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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点评点评高考试卷

1、以物理学科素养为导向，突出基础性。
试题更加突出物理学科的基础性，既注重对核
心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考查，也注重对探究过
程、研究方法、科学态度等内容的考查，意在
夯实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如第15题考查受力
分析和牛顿第二定律、第18题考查地磁场和磁
感应强度的计算、第19题考查库伦定律和电场
的叠加。

2、增强情境的时代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试题增加紧密联系国家科技发展、生产生活等方
面的情境，突出情境的时代性，强调情境与考查内
容的有机融合，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物理知识
分析解决实际物理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学以致
用，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如第14题以航天员可
以在“天宫二号”上自由飘浮为情境，考查学生对
太空失重本质的理解，体现新时代我国重大科技
发展成果，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第
18题用智能手机测地磁场，要求学生根据题中给
出的测量结果论证测量地点、y轴正方向的指向
情况等，让学生体会科学技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和学习，提升学生对物理实验探究的兴趣，发展学
生的证据意识。第21题以一种可用于卫星上的
带电粒子探测装置为情境，扩展学生关注的科技
领域，拉近学生与微观世界的距离。

3、突出图像的呈现方式，考查信息加工能
力。试题注重利用图像呈现丰富的物理信息，增
加试题信息的广度，要求学生能够从图像中获取
信息，建立文字、图像等不同信息呈现方式之间的
联系，从而构建正确的物理图景，考查学生的信息
加工、逻辑推理等关键能力。如第20题利用拉力
F和时间t之间关系的图像，要求学生结合图像和
牛顿定律、动能定理、动量定理等综合分析判断。
第25题通过呈现碰撞前后的速度——时间图像，
将常见的碰撞问题推陈出新，着重考查学生从图
像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分析推理的能力。第33
（1）题要求学生通过理想气体的T-V图像判断出
气体状态变化过程，再结合气体实验定律和热力
学第一定律综合分析判断。

4、增强开放性和探究性，加强实验能力的考
查。在实验题中要求学生根据实验目的，自主挑
选实验器材；分析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提出改进的
措施。通过增强试题的开放性和探究性，引导学
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如第22题考查学生对实验
中逐差法的运用，通过加强对通用分析方法的考
查，引导教学夯实学生的实验基础。第 23 题测
试待测电阻在一定电流范围内的伏安特性，要求

学生根据实验
目的和提供的
实 验 器 材 ，设
计出实验的电
路原理图以及
选择合适的器
材，具有一定的
探究性。

（安 庆 一
中 陈垚）

考查逻辑推理等关键能力

高考化学试
题在题型上保持
了 一 贯 的 稳 定
性，但是情境新
颖，呈现形式创
新，试题难度适
中、分布合理。

1、关注生
活实际，体现学
科价值。试题将
化学知识与生活
实际紧密相连，

让学生感受到化学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
活。第7题设置了4个与日常生活紧密相
关的情境，第26题废旧铅蓄电池铅膏中
铅资源的回收利用，都能充分体现化学的
核心价值，增强考生对化学学科价值和特
质的认同感。

2、展现科技成就，增强民族自信。
第 8 题二氧化碳的固定和再利用践行了

“碳中和”理念，第11题化合物推断源自
电讯器材的制备原料，第12题光充电电
池都展现了我国的科技成就。这些试题鼓
励学生拓展视野，关注国家科技进展，增
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3、重视学科基础，提升核心素养。
试题重视学科必备知识的考查，引导教学
回归基础，基本涵盖了典型物质的性质及
应用、简单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质、物
质的鉴别、基本化学实验操作等所有核心
主干知识。试题以必备知识为基点，以新
情境为背景，全面考查了学生的核心素
养。第13题通过考查弱酸的电离平衡体
现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第27题基于二
草酸合铜酸钾的制备原理引导学生关注立
足实验基础的科学探究。第28题通过呈
现工业上硫化氢的不同处理方法，引导学
生关注化学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增强社会责任感。第35题通过考查
激发态原子的稳定性及碳氯键长大小的影
响因素，引导学生建立宏观性质与微观结
构之间的联系。

4、创新试题形式，凸显能力立意。
试题多以表格、图像、流程等非文本形
式多样化呈现，要求考生必须具备信息
的获取能力，同时能准确理解试题信
息，将题干信息与所学知识进行识别和
匹配，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整合。今
年试题在此基础上还大胆创新试题形
式，如第11题结合热重曲线分析推断元
素，第 13 题改变了以往图像分析的模
式，以膜结构直接回归平衡本质的考
查，既让学生耳目一新又灵活开放，降
低了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的得分可能，
对学生能力要求相当高。

（安庆一中 潘丹丹）

【化学】

试题以情境作为考查载体，精选
动物育种、作物生产、废物循环再利
用、新冠疫情防控等素材，加强学科基
础和关键能力考查，试题难度设计合
理科学，较好地发挥了考试选拔功能。

1、设置真实情境，发挥育人作用，
促进全面发展。如第6题以鸡的羽毛
性状芦花和非芦花为遗传主题，利用
羽毛性状区分雏鸡性别，根据生产需
求及时分选，以提高养鸡场的经济效
益，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科学解决
生产实践问题，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第 31 题展示利用无人机空中拍
照技术调查草原地面活动哺乳动物种
群数量的新方法，分析相对于标志重
捕法的优势，引导学生增强发展科技
的信念。第 38 题围绕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和疫苗接种，考查核酸检测的基
本原理和结果分析，引导学生加深对
防疫措施的认识，强化关注社会与他
人的意识等。

2、深化基础性，引导教学回归主
干，加强教考衔接。试题注重对基本
概念的考查，引导课堂教学回归学科
基础，避免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及盲
目刷题现象。比如第1题考查减数分
裂中染色体发生交叉互换后等位基因
的分离，区分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过
程中染色体的特殊行为。第2题考查
密闭容器中绿色植物在光照、温度适
宜条件下培养一定时间，分析光合速
率与呼吸速率之间的关系。第5题考
查群落空间结构中动、植物的分层现
象，分析其出现原因与意义。

3、注重学以致用，突出能力考查，
发挥选拔功能。比如第4题以表格的
形式展现对酶P的RNA组分和蛋白
质组分活性探究实验的设计思路和结
果，便于学生能够快速获取关键信息
从而迅速解决问题。第 29 题要求根
据农作物根系吸收硝酸根与氧之间的
关系，制定农业生产中相应的增产措
施，考查学生应用知识处理生产生活
实际问题的能力。第 32 题以植物花
色的遗传控制为问题情境，在探究白
花植株纯合体基因型时要求选用1种
纯合体亲本进行 1 次杂交，考查学生
的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时
注重方案的优化，有效节约资源。

（安庆一中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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