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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理综物理部分题目
中规中矩，没有偏题、难题、怪
题。基本严扣主干知识，整体运算
量不大，但看似平和的题目中也有
易混、易错的地方。目标是考察学

生的基本物理思想和核心素养。
选择题与往年不同，出现了四

道多选题，这需要考生细心读题目
要求。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情景出
现，但问题别出心裁，特别是第16
题有一定难度。18题中D选项“速
率的变化量”容易看成“速度的变
化量”而误选。部分计算量不大，
偏重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和细心。

实验题22题较简单，为常见的
力学实验，23 题更偏重于实际应
用，对于没有做过实验的学生来说
有难度，但对于曾经做过一定量的
实验的学生来说则非常简单。这要
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该重视实
验，并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4题是常规题型，但可能会出
现部分学生水平“太高”，一眼

“看穿”写出答案，而忽略解题过
程，没有把所用到的物理规律清晰
地表达出来，造成不必要的失分。

压轴题25题难度也不大，只是
中间的圆弧轨道不是 R，而是 5/
6R，这会导致部分同学在解题过程
中产生混乱。也有部分学生因平时
对压轴题有“畏惧”不敢下手做，
甚至是做一问、两问后，下面问题
自动放弃，实为可惜。

另外，选做题一改前几年一贯
的作风——总有一个选修模块难度
远超另外两个选修模块。今年的三
个选修模块难度基本一致，这不至
于因为选学的选修模块难度过大而
影响成绩，有利于公平选拔。

总之，从今年高考理综物理情
况来看，命题人的意图依然是考察
学生的能力，虽然物理情景不陌
生，但问题的设计还是有一定新意
的。这也要求理解物理内涵才是关
键所在，平时狠抓双基，严格要求
解题规范，是提高高考物理成绩的
不二法门。

物理：基本没有偏题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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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文综新课标1卷地理试
题的命题以“课程标准版”和“高
考大纲”的要求为依据，总体来讲
有以下几个特点：

立足主干知识，兼顾考查内容
的广度。选择题1~3题以景德镇和
佛山陶瓷产业为材料，考查影响工
业的区位因素及工业区位因素的发
展变化；4~6题以荷兰的兰斯塔德
地区城市空间规划为材料，考查城
市空间规划的区位条件及其影响；
7~9题以“贝壳堤”为主题，出要
考查外力作用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
响；10~11题以土壤中磷累积量的
垂直变化为材料，考查地理环境的
整体行和垂直地域分异；而问答题
和选择题部分考查地形、农业、工
业、自然灾害和环境保护等主干知
识内容。

总体感觉是选择题较去年难度

有所增加，问答题比较平和，难度
有所下降。试题类型结构、考查内
容、呈现形式和风格等方面，基本
延续了往年的特点，不同的是今年
的试题中图表的数量有所减少，如
选择题第一组、第二组和选做题
43题都没有图。36题的茉莉、茉
莉花朵，37题选择拍摄点的理由
等，考查学生的地理基本素养，贴
近实践、贴近生活。

注重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焦
点。如选择题4~6题以荷兰的兰斯
塔德地区“绿心”结构为例，引导
人们关注城市化和城市化问题。43
题以冰川泥石流为例，引导人们关
注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提升防灾意
识和抗灾能力。

注重考查能力。整个试卷无考
查死记硬背内容，能力立意自始至
终是试题的主线，尤其是注重考查
学生分析地理事象、探究地理问题
的综合能力。如 36 题的第 （4）
题，考生可以自主选择答题，考查
学生对地理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

注重传统文化考查。如选择题
1~3题以陶瓷为背景材料，引导学
生从地理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对当今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之，2016 年高考文综地理
试卷体现了新课标的基本理念，注
重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高中地理老师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贯
彻“夯实基础，提升能力”的主导
思想，以教学中的“不变”应高考
中的“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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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试卷有何变化 9位名师来点评
历史：突出稳、活、新

地理：图表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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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本报记者 于文博

今年的历史试卷最大的特点有
三个：

一是稳。纵观近三年的高考文
综历史题，突出特点就是“稳”。
首先在试卷结构上，全卷仍由 12
道选择题、2道主观题（其中41仍
为开放型试题）和四选一的选做题
构成；其次在知识分布上，12道
选择题连续三年的知识分布均为中
国古代史 4 题、中国近现代史 4
题、世界史4题（其中世界古代史
1题、世界近代史 1题、世界现代
史 2题）；再次是试题难度平稳下
降，每个选择题所给材料及情景相
对都比较短，适当降低了考生阅读
材料的数量和难度；最后对学科主
干知识的考查坚持稳定，试题紧扣

《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考查
了儒家思想、封建经济、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中国近代经济、甲

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新中国外
交、古罗马法、英国君主立宪制、
二战后的国际经济、马歇尔计划等
学科主干知识，注重了知识的基础
性和能力的综合性。

二是活。试题在坚持稳定的基
础之上又突出“活”，整套试卷高
屋建瓴，体现了很好的难度与区分
度。如 25题以东汉画像砖来立意
考查封建田庄经济，26题考查专
制主义、 29 题考查甲午中日战
争、30题考查国共关系、32题考
查古罗马法等所用材料，34题考
查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所列表格以
及 24、28、29、35 等题答案的提
法都独具匠心，超越传统的知识再
现，而更注重了对知识灵活运用和
能力提升迁移的考查。

三是新。首先体现开放型试题
上。41题自 2011年独立成题以来
年年变“脸”，在去年探讨“生产
力公式”之后今年让考生针对卢梭
的“社会契约论”结合所学世界史
相关知识，围绕“制度与构想”自
行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
题进行简要阐述。该题新在“自拟
论题”上，估计相当一部分考生会
感觉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按照“三
段论”来分析答题还是能够破解
的；其次是“新”在试题体现出浓
厚的时代气息，如 24题的儒家传
统文化、29题的中日关系、30题
的国共关系、34题的国际经济秩
序、40题的人口问题、41题的政
治制度的创新、 48 题所隐含的

“一带一路”等，无不打上时代性
的烙印。

整理：本报记者 张玲玲

今年高考试卷化学选择题完全
回归课本，回归基础，主要考查

“ 化 学 与 生 活 ”“ 阿 伏 伽 德 罗 常
数”“简单有机物”“有离子交换膜
的电解池”“弱电解质的电离”、

“基本实验知识”和“元素推断”。

元素推断题属于创新题，但仍沿用
了无机和有机相结合的命题思路，
难度属易。

化学有三个必考题，这三道题
源于课本，高于课本，体现了时代
性。以问题立意，考查考生的‘信
息能力’‘运用化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验探究
能力’，考查的知识都是化学主干
知识和核心知识。

比如，第26题是实验题，以实
验室制取NH3为前提，探究NH3和
NO2反应，描述实验现象并推测原
因，着重考查实验技能；第27题考
查化学反应原理，以Cr元素在溶液
中各种存在形态为研究对象，综合
考查化学平衡知识，Ksp知识和陌
生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书写知识的
应用能力，考查铝元素知识的迁移
能力，考查背景知识CrO42-和Cr2O72-

相互转化的记忆能力；第 28 题以
NaClO2工业制取为研究对象，题型

设计为化工流程图题。考查无机化
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考查核心知
识“电解原理”，并创新概念“有
效氯”，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难
度适中。

另外，第38题为有机题，以秸
秆生化分解产物为原料，利用题给
信息和已有知识转化成新信息，合
成高分子化合物。难度较大，估计
区分度应良好。着重考查有机推理
和有机合成能力，顺便考查糖类知
识。该题还具有良好社会意义：秸
秆有大用，不要一烧了之。

综上所述，2016 年高考化学
试题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好题，高
招命题真正体现了“既有利于高校
招生，又有利于指导高中教学”的
命题原则，使基础好能力强的考生
脱颖而出。学习知识的终极目标

‘学以致用’有极好的体现。整体
难度下降，删除了无意义的烦琐计
算，很受师生欢迎。

化学：回归课本基础知识

点评：漯河五高化学教研组组
长李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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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生物试题，总体来说难
度适中，题干简明、严谨，设问内
容指向明确，无偏题、怪题，灵活
性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各模块知识内容所占比例
看，今年必修 1的比重上升，必修

3命题点相对稳定，仍偏重于动物
的生命活动调节。必修 1和必修 2
的非选择题命题点灵活多变，实验
考查变化较大。

试卷多处考查考生对生物基础
知识的理解。考查方式灵活，如第
29题，考生需要结合ATP的结构对
材料所给的 ATP、DATP 磷酸基团
的位置正确理解，搞清楚两者在
DNA合成中作用的差别才能准确答
题。此类试题源于教材又略高于教
材，变化中有创新。

试卷中“原因是”“结论是”
“能不能”等设问形式增多，如第
30题、第 31题、第 32题等，此类
试题答案文字量较多，语言表达能
力要求高。注重呈现考生思维过
程，考生较易失分。

在探究能力考查方面有一定程
度的创新，考查角度和形式多样
化。如第32题，遗传题由前几年对
概率计算的考查变为考查实验设计

与探究，第 （1） 题要求考生对已
有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考查考生
对实验结果结论的分析能力；第
（2） 题要求考生在理解所给信息的
基础上运用分离定律与伴性遗传的
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并设计实验组
织语言进行解答。

适度考查开放性试题。如第40
题要求考生写出两条“质粒载体作
为基因工程的工具，应具备的基本
条件”。这类题目的答案从不同角
度进行分析有多个答案，有一定的
开放性，要求学生既基于教材中的
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答题，做到活
学活用，对于引导平时教学中的能
力培养，抛弃题海战术，减轻课业
负担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今年的试题注重考
查生物学科的核心概念，以能力立
意，稳中求新，难度适中，具有很
好的选拔功能，并对中学生物学教
学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生物：加强对学科素养考查

点评：漯河四高高三年级生物
老师芮光

生物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