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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备考建议

中考重视对基础知识的考察
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本活动经验的

考查，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务必夯实。概
念要理解透彻，知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要
梳理清楚，基本概念和定理要掌握牢固，还
要培养数学运算能力、完善解题步骤。

核心内容要深挖狠抓
历年中考告诉我们：基础知识轮换考、

重点知识年年考。因此对三角形、四边形，
几何三大变换——平移、旋转、轴对称等，
要注意学习的难度和深度，单纯靠“刷”题，
成绩不会太差，但绝不是得高分的途径。
平时还要养成自学的习惯，通过自学练习
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及应用。

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及所体现出的数
学思想，理清知识间的区别与联系

积极参与数学思维活动，逐步提高数
学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再发现、再创造。这
就要求在平时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关注思考
方法，切忌缺乏思考，只追求答案的题海练

习。

关注与生活相关的题目，关注探究创
新题，提高自身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稳中有变 难度提升 更贴近生活
点评专家：郑州47中数学教研组组长梁云成

“遵循课程标准，体现课改理念，突出对主干知识的考察，注重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巧，注重知识的建构、
迁移与应用，强化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目标程度的考
察。”点评2014年河南省中招数学试卷，郑州47中数学教研组组长梁云成这样总结道，在他看来，2014
年河南省中招数学试卷公正、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了学生初中阶段数学学习所获得的发展状况。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题型稳中有变
试题整体体现出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法、基本活动经验及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试卷

结构、知识内容、题型总体保持稳定。
另外，今年在解答题（第17题）增加了圆的元素，从而改变了解答题河南中考近10年没有圆出现的情

况。第23题的“对称”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压轴题中。同时今年试卷的综合性更强、计算更复杂，试题比去
年难度有所提升。

试题变中求新
整个试卷问题背景选取了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使数学更贴近生活。如“河南省的

旅游业”、“折纸”、“课外体育锻炼”、“中俄海上联合——2014反潜演习”、“电脑销售”等，使学生感知数学
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使数学不再抽象。

突出考查数学思想方法与数学探究活动
试卷体现了课改精神，考察了函数、方程、统计、概率思想；同时渗透数形结合、待定系数、归纳探究、

拓展迁移等方法；重视创新能力、实践与操作能力，如图形变换、折纸、点线远动、策略与方案等。

试卷命题重点突出
试卷体现了对初中初学的主干知识的重点考察。方程与不等式、函数、统计与概率、三角形、四边形这

些主干知识在整个试题中所占的分值在90分左右。
尤其是三角形和四边形所占分值达50分左右，同时几何的三大变化：平移、旋转、轴对称以及动点问题

的题目分值达40分左右。

命题不呆板，历史和现实相结合
点评专家：河南省实验中学张炜（省级名师，高级教师，曾获全国优质课一等奖）

2014试卷分析

B14
2014年7月1日 星期二 编辑：刘书芝 美编：周高虹 校对：姜军 版式：金驰2014河南中考试卷分析 数学

2014试卷分析

基础与能力考查相结合，体现历史学科的联系性、科学性特征
试卷所涉及的考点都是初中课标要求的、每课的重要知识点，考查角度不偏不怪，多从考点

的时间、背景、地点、内容及影响等各个知识要素考查；跨度也不大，选择题大多重点考查一个考
点，主要考查理解能力；非选择题专题跨度也不大，往往在一个专题内考查，这些显现了试卷的基
础性特征，使得许多考生有信心下笔答题。

虽然如此，但命题绝不呆板，通过新材料、选用不同形式的史料，从不同角度突出了理
解、概括分析、迁移，以史论证等能力的考查，体现了历史学科的联系性和科学性。并且结合
初中生心智成长、学习的实际状况，材料及设问并不晦涩难懂。可以看出，试卷命制者刻意
把读懂题意及分析概括、以史论证等能力作为考查的首要点，以避免单纯的机械式翻书查抄
的解题弊端出现。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体现历史学科的思想性
有大量考查点与学生身边大事、现实关注的问题、河南地方史有联系，但都紧紧围绕历史问

题展开，考查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以及正确的思想情感价值观。
试卷中有大家关心的具有周年纪念意义的大事，如甲午中日战争、五四运动、1954年宪法、伏

尔泰、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有近期时事关心的问题，如新中国国防建设、日
本史、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河南地方史等；还有与学生生活有关的历史现象等。

学法与实践相结合，展现历史思维的灵活性
考查到分类的方法。如第22题，观察上述4副图片，请把它们分成两类。
考查到以史论证的方法。如第23题，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请举一例并加以说明。
有些常考知识设问有新意，显示命题思维的灵活性。如第22题，请根据你分类的情况，任选

其中一类，说明其建筑之间有什么传承关系。

依据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学习
历史有联系性，一种是纵向联系，一种是横向联

系。历史也是一门科学，讲究以史论证。因此平时对书
上影响、原因等观念性的表述，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
说”，并结合历史史实（即过程或内容）去论证、理解。
抓住开卷考查的特点学习，突出能力训练

学会从不同事件中比较归类、总结主题；学会从
材料中分析提炼信息、概括总结；学会讲述历史，表达
事件过程等。
善于联系现实，感悟历史

一切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由现实切入历史，便
于感知感悟。一切历史也都可以说是思想史，要从历
史学习中汲取更多做人的道理，参与观察与理解社
会，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
善用不同的学史方法，有效地整理知识、巩固知识

如运用分类、作图示、列表格等方法整理知识，加
深理解，加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平时学习中，注意用
图文结合法，增强观察、挖掘历史信息的能力；用目录
学习法，提纲挈领，增强对主题的认识、提高分析概括
能力；用知识要素法或知识结构法，全面把握知识要
点；用大事年表法，增强历史时间观念和知识点间的
联系。

平时要训练讲历史而不是死背历史的能力，讲出
自己的理解，提高表述历史的能力等。
积累开卷考查的技巧，提高快速解题能力

养成做题的好习惯，知道哪些该翻书参考、哪
些不需要翻书，以节省时间，提高答题效率。如

“据材料……指出（概括）……”等问法，不需要翻书解
答，就可以直接从材料中分析总结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