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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点评点评高考试卷

全媒体记者 白萍 整理

稳中有新，强化基础。试卷结构、题型题
量、考试难度与往年保持了相对稳定。在情境
创设和问域角度上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

“向学校宿舍管理员、保洁员或保安员等写一封
感谢信”，虽然只有4分，但这种题型近些年还是
第一次出现。从优化农作物种植考三农、通过
饮用水安全和聘请专业环保公司考新发展理
念、通过“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考辩证否定、
通过对穿山甲保护过程考查认识规律、通过长
江保护问题考政府责任等，都散发着创新气息。

突出思想性、政治性。劳模精神、共青团在
民族振兴中的作用、对外开放的意义、分析中小
企业发展面临的压力原因及解决的办法、重视劳
动教育等，都是在告诉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和价值追求，要关心国家发展，尊重普通劳动者，
树立劳动奋斗、奉献社会的精神品质。

紧扣重大主题，赋予时代背景。税收优惠、
财政支持经济、托底民生，受疫情等国际国内复
杂因素影响，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压力和高水
平对外开放等材料情境，均是当前社会生活的
热门话题。让学生用所掌握的政治理论，来分析
当前现实，即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政课教学原
则，又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培养学生用科学思
维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和能力。

强调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复合运用。试题从
小切口入手，考生都能作答，都有话可写，但如
果不能很好的综合学科知识和思想方法，进行
多角度观察与思考，也很难获得高分。例如“中
小企业面对压力的应对办法”，若忽视了材料所
给定的情境场景，忽视了新发展理念、忽视了发
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忽视了
运用国家有利政策等多角度的分析，很难写出
控成本、提质量、促营销等方面纾困办法的完整
答案。

增强开放性，注重创新能力考查。试题开
放性很强，书上没有现成的固定答案，需要考生
调动整个模块知识，与材料深度融合，进行快
速归纳，用政治学科语言呈现在答卷上，体现
了对考生打破常规思维、重构教材知识的能力
要求。

（石化一中 张兴红）

【政治】题目有新意 拿高分不易

2022全国高考英语乙卷取材丰富、体裁多
样、时代性强，设题灵活、难易搭配合理，有较好
的区分度，符合考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重
视对考生基础知识的考查，同时突出考查考生
用英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体现
了高考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
求，巧妙地将知识点融入到现实情境中，凸显出高
考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趋势，凸显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渗透。

关注自我成长，落实立德树人。试题中有
宣传健康常识，促进学校体育发展，引领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讲述保持良好的朋友关
系，揭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真谛和关键所在，
引领学生在不断努力、不断成长中收获友谊。
文章信息结构有规律可循，便于抓住句子结构
和词汇复现。

关注前沿科技，推动思维创新。阅读理解
有紧扣时代脉搏、紧跟科技前沿的说明文，“无
人机”与高铁技术的结合，提醒学生关注与生活
工作相关的科技动态，引导学生了解科学领域
的最新成果，培养创新意识。语言方面，术语较
少，生词量不大，但存在部分长难句，对学生分

析句子、提取重要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关注日常生活，体现人本思想。完形填空题以
广为人知的“捉迷藏”游戏为主题，通篇以实词
考查为主，选项词难度适中。考生需要结合具
体语境理解词汇，同时根据需要在整篇文章中
寻找关联信息，寻找答案线索；改错题题材贴
近生活，引导学生构建健康的生活方式，考查
项目均出自课标规定项目中必须掌握的基本
语法，无生僻的语言障碍和怪、偏、难的语句结
构；语法填空题设空考查全面灵活，考点分布
科学。 （石化一中 钱惠琴）

选择题学科特点鲜明，揭示学科内
涵。例如以我国四个一线城市 2010～2020
年中心城区和中心城区以外地区人口数量
变化为案例，分析城市人口变化的特点，
引导学生思考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以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为案例，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和特色小镇，走出一条具有区
域特色的产业扶贫之路，考查学生对青藏
高原自然环境的理解以及人们依托自然环
境发展农业生产的认识；给出黄河两次洪
水过程的水位与流量关系图，考查学生运
用图表资料，分析复杂地理信息的能力；
通过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来判断风力、风
向的变化，依托热力环流原理，着眼更大
尺度上的气压场特点，分析地理事象在不
同空间尺度的区别与联系。

必考题紧扣区域主题，注重理性分析。
通过以色列加大科技投入发展海水淡化来缓
解淡水资源短缺，引导学生认识协调人地关
系的重要意义；通过设问，要求学生综合
内、外力因素，对不同地点海岸线变化的方
向和幅度进行描述、概括和比较，引导学生
突破“气候变暖必然导致海平面上升”的思
维定势，加强对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以及敢于突破
的创新精神的培养。

选考题关注现实问题，倡导学以致用。
部分试题要求学生既理解观景台可以满足旅
游者的审美需求，又辩证分析观景台作为旅
游景观对旅游者审美的影响，提升学生在旅
游活动中发现美、欣赏美、评价美的能力。
还有试题通过分析汽车尾气排放氮元素对内
蒙古高原两种不同牧草的影响，引导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

（石化一中 江小涛）

【地理】关注现实 培养创新精神

今年的高考历史试题与往年题型和分数
保持一致，侧重考查中国史，文化史的考查内
容偏少。

突出立德树人，体现家国情怀。如以商
周青铜器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得出黄河、长江
两大流域共同塑造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结论，
深化学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认
知，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如通过阐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社会“新旧”评判标
准发生变化，意在引导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指导中国救亡图存的真
理，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依托主干知识，重视基础考查。试题注
重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查，如围绕
宋代官职“通判”的概念展开，通过对通判的
建制员额、职责权限等进行阐述，从规范地方
行政的角度考查通判设置的目的，学生只有
深入理解“通判”这一基本概念，再运用已学
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答
案。注重学生对材料信息进行读取、筛选、分
类、归纳、提炼、解释能力的考查。

稳中求新，渗透学科核心素养。试题要
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素养和宽阔的视野，能够
在知识积累、素质养成和能力提升的过程中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如选取《后汉书》等史籍
中的史事记载，要求学生自选角度发现问题，
得出相应的推论，材料呈现、设问形式新颖，
信息主题集中且思维发散性强，该题将唯物
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论从史出、家国
情怀等核心素养熔于一体，对引导教师转变
教学理念、促进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具有积极
意义。

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试题突破教
材，灵活运用新材料创建情境，把问题放在情
境之中，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的思辨能力，历
史特色更加浓厚。如围绕盛唐书法的时代气
象和艺术风格创设情境，彰显了书法艺术承
载的美学理念，引导学生培养审美感受力和
领悟力，提高对美的鉴赏能力，从而实现历史
教学目标。

（石化一中 董学芬）

【历史】侧重中国史 考验思辨力

【英语】设题灵活 有较好的区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