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漯河高中高三地理
备课组长 孙春景

总体来说，2017年地理卷
的设计符合课程标准和考试大
纲的要求，体现能力立意，试
题重在考查地理学科主干知
识，引导学生从地理学科的视
角关注时代和生活。试题整体
材料新颖、贴近生活。试题有
很好的区分度，符合高等院校
的人才选拔要求，今年试题总
体上难度有所增大，突出了对
考生读图能力、综合分析问题
能力的考查。

2017年地理卷试题结构和
往年高考一样，选择题第 1～
11 题，非选择题第 36 题和第
37 题以及选做题第 43 和第 44
题。与以往变化较大的就是选
做题由往年的三选一变成了今
年的二选一，即从选修 3 《旅
游地理》 和选修 6 《环境保
护》 中任意选一题作答，且

“自然灾害与防治”的相关内
容基本上没有在其他试题中出
现，这种调整减少了试卷命题
量，缩短了试卷长度，从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试题情境创设贴近现实与
生活，突出主干知识考查。如
第1～3题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城
市街道绿化隔离带为背景所设
计的试题，注重引导学生关注
生活，突出对生活中地理的考
查，落实“学习生活中有用的
地理”的考查目标。

突出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
地理信息、调用地理知识和原
理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如第
37题“山地垂直带内部的分异
规律，日益为地理学研究所重
视。”试题以地理学研究为材
料，让学生从所给文字和图表
材料分析思考，进而解决问
题。

试题以问题为中心，理论
联系实际，渗透价值观。如综
合题第36题，以剑麻为中心问
题，通过小题设问，层层递
进，由浅入深，引导考生用所
学的知识逐步探索完成。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高考
地理试题也出现了一些新变
化。第一，自然地理的考查比
重较 2016年增大。必修 1自然
地理模块所占的分值明显上
升，包括第 1 题、第 3 题、第
6～8题、第 9～11题和第 36题
第 （1）、第 37 题，共计约 60
分。自然地理比重的上升毫无
疑问加大了试题的难度。第
二，与2016年相比，2017年高
考地理试题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是取消了开放性设问，综合题
第36题第四个小设问不再是开
放性试题，而是与前面三问形
成了思维逻辑链的梯度设问。
第三，综合题阅读量有所下
降，但思维深度和对材料信息
的解读能力要求提高，往年综
合题都是两大题 7小问，今年
变成了两大题 8小问，题量有
所增加。

整理：本报记者 王培

材料新颖
贴近生活

点评：漯河高中宏志班教
师 吕鹏飞

今年的生物试题以考查生
物学科主干知识为主，主要考
查学生对生物科学知识的理
解、分析、综合、运用能力，
总体难度稳中有升。

从内容上来看：其中涉及
必修一部分：第 1题 （细胞膜
的功能）、第2题（还原糖、核
酸、蛋白质的鉴定）、第 29题
（DNA和RNA的分子研究） 和
第 30 题 （光合作用和细胞呼
吸） 共 31 分；涉及必修二部
分：第 6题 （遗传定律与减数
分裂）、第 32 题 （遗传定律、
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和第38
题 （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 共
22分；涉及必修三部分：第 1
题（激素调节）、第3题（细胞
分裂素和脱落酸）、第4题（生
命活动调节）、第5题（种群增
长曲线）和第31题（内环境的

渗透压）共39分；选修一部分
（微生物培养） 15分；选修三
部分（基因工程） 15分。从分
值可以看出生物必修三个模块
中必修三依旧占较的比重，必
修一次之，必修二占的比重相
对较轻。

该套试题一方面能较强的
体现出2017年新修订的高考考
试大纲变化：明确要求学生具
有较强的生物科学素养，加强
对学生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
比如第29题设计生物领域前沿
科技——同位素示踪技术，第
3题要求能从实验结果的数学
模型中分析的出细胞分裂素和
脱落酸的作用。

另一方面，该套试题能更
好地反映出新课标下试题改革
趋势：减少对识记类知识的直
接考查，更多的考查学生对基
础主干知识的理解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比如第 2题要求明
白有机物鉴定试验的原理、第

31题要求写出内环境的作用。
此外，试题重点考察基础

试验的理解记忆（第2题）、科
学试验的信息提取 （第 3 题）
和试验探究能力（第29题）三
个题目难度层层上升。

在试卷中，单个题目知识
跨度比较大，综合性强，能较
好地考查学生知识分析能力。
比如第 1题同时考察必修一细
胞膜的功能和必修三激素调节
的内容。选修三同时考察转基
因技术和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
两个模块。

综合比较近 5年的高考理
综生物部分分析，2017年理综
生物部分以考查生物学科主干
知识为主，考查知识分布符合
预期，未出现过偏过难得题
目，但由于文字表述类题目较
多，可能会给考生带来书写压
力，时间分配易出现单科时间
不足的问题。

整理：见习记者 陈金旭

难度上升 凸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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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漯河高中物理教研
室主任 董艳丽

今年的物理试题遵循稳中
求变、稳中求新，出题风格基本
符合考纲要求和大纲变化，没
有偏题，总体难度适中。

在试题情境的设计中，注
意结合当代我国的重大科技成
果。2016年 11月，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人造太阳”实验装置
EAST获得超过 60秒的稳态高
约束模等离子体放电，成为世
界首个实现稳态高约束模运行
持续时间达到分钟量级的托卡
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第17题
以此为背景，考查学生对核聚
变反应和爱因斯坦智能方程的
理解和运用。试题契合能源问
题解决的重大时代命题，展示
出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

国的坚实步伐，激励考生勇攀
科技高峰。

同时，注重将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规律与科研进展、
生产实践、生活实际结合起来，
通过设置新颖的问题情境，考
查学生灵活运用物理知识和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
学生关心身边的物理问题，关
注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通过设计新颖的实验情
境，以问题为导向，要求学生将
物理实验知识、方法和技能与
新的情境相结合完成实验，在
较高层次上考查学生的实验探
究能力。比如第 22题利用“滴
水计时器”研究物体运动，考查
考生对实验方法的迁移能力。

2017年高考物理考试大纲
完善考核目标和考查内容，将
动量、近代物理等知识列为必

考内容。今年高考物理试题的
设计密切联系大纲修订的初
衷，通过科学设计试卷蓝图，多
角度考查修订内容，完善认知
结构，为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打
好基础。

考虑到动量、近代物理的
内容首次纳入必考范畴，学生
复习备考存在一定的困难。在
物理试题中，适度控制新增内
容的综合度和难度，确保考试
大纲修订平稳落地。试卷中新
修订内容，重点考查学生对基
本概念和规律的理解，降低物
理过程和数学运算的复杂性；
提供多种解答途径，降低入手
难度。比如，第25题，学生既可
以利用动量定理快速求解，也
可以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运动
学公式求解。

整理：见习记者 陈金旭

切合实际 考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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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漯河高中高三历史
备课组长 刘俊萍

2017年高考历史卷，总体
难度不大，没有偏难怪题，是
较为平和的一套题目。具体来
看，我认为主要体现了以下特
点。

试卷充满鲜明的时代气
息。试题回应的社会热点有当
今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思
潮（第41题）问题、明年改革
开放 40 周年 （第 31 题、第 45
题）、中外交流的加强 （第 42
题）、14年抗战（第30题）等。

考题出现新亮点：第26题
注重考查学生最基本的历史学
方法掌握情况，并注重历史基
本素养的考查，这种题型全国
卷近 5年都没有出过，以后的
复习备考要多注意。

弱化记忆能力测试，注重
对历史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的
考查。几乎没有题目是直接考
查识记能力的，注重对历史四
大能力和五大素养的考查。提

供一个学生不太熟悉的历史事
件材料，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
识来解答问题。

背景知识的广度加强。如
第34题，其背景知识涉及二战
的基本内容，第41题涉及法国
大革命的内容。由此可以看
出，高考题目的背景知识设
定，不仅限于必修的内容，一
些常识性和重点选修内容也在
考查之内，这在以后的复习备
考中要充分重视。

重视高频考点，突出主干
知识的考查。试题没有偏难生
僻的冷考点，突出主干知识，
题目仍多集中于近年的高频考
点上。

非选择题体现了中外历史
的融合，特别是对综合知识的
考查。第42题的设计开放性增
加，学生可以选择的角度比较
多。但不是简单地罗列知识，
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选择、重
组，对学生能力的考查要求较
高。

整理：本报记者 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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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漯河高中生化教研
室主任 宁东喜

今年的高考化学卷试题符
合考试大纲的要求，题目新
颖、强调审题能力、考查化学
素养、不拘泥于课本。注重能
力考查，再次证明了高考考的
是“对基础知识真正理解下的
应用”。由于更多的体现了能
力考查，较去年的试题难了
些。

试题中涉及生活中的化
学现象，提醒考生不能“两耳
不闻窗外事”，比如第7题。

第 8题回归国学、回归传
统文化，非常新颖地考查了混
合物的分离。第 9题涉及同分

异构、立体化学，考查考生是
否掌握同分异构体的寻找方
法。第 10 题考查基本实验操
作 （共 15 个 环 节） 是 否 掌
握。第 11 题考查是否真正理
解电解原理和外加电源的阴极
保护法。

第 12 题、第 13 题属于传
统题。第12题考查周期表和周
期律。第13题考查的是“电解
质溶液中微粒关系的判断方
法”和“图像题解题方法”。

每年的化学高考题的亮点
都是实验题，今年也不例外。
第26题非常能体现对能力的考
查，验证实验基本功，复习时
若不感悟和总结，则不能做出
满意的答案。

第 27题属于工艺流程题。
第一问要会看图；第三问的陷
阱是双氧水的受热分解；第四
问考查是否真正理解化合价规
则，要会由双氧水、过氧化钠
想到过氧键。这些都能从往年
的高考题中找到相关例子。做
好第28题的关键是要理解盖斯
定律、热化学、化学平衡的常
规知识。

第36题考查成环反应，回
顾 2016年考查的是顺反异构。
环烃不是课本的重点，这样考
查说明高考不拘泥于课本，只
要真正理解，就会应用和解
题。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
NA和22.4今年并没有考查。

整理：见习记者 陈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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