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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现实生活 厚植家国情怀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张志全
【试卷点评】

试卷考查知识覆盖面广，但内容又紧贴高中教
学。如小说考查的知识无外乎人物、情节、环境、主
旨和艺术手法；名篇名句默写题，无一超出语文课
程标准推荐的背诵篇目范围。高考试题贴近现实
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论述类文本“‘孝’作为家庭
伦理的意义”紧贴学生个人成长，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新时期的“孝”，健康成长。实用类文本则聚焦国
家当下的“新基建”，引导学生从多个文本中全面获
取这项政策的出台背景、基本内涵、发展前景和国际
反响等相关信息，展现了国家在疫情影响下发展经
济的决心和抗疫行动所显示出来的制度优势、综合
国力，引导学生增强制度认同、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豪
感。而文言文阅读材料《宋史·苏轼传》中可贵的担
当精神和家国情怀对学生潜移默化熏陶渐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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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题难不难？有啥特点？看名师点评各科试卷

今年考题有情怀有烟火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幕，各科目试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帮助今年“赶考”的毕业生以及明年即将上“战场”的高
二学子更加深入地理解高考，本报邀请省会知名高中一线名师，逐一点评各科目高考试卷。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勤

强化了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数学备课组长 王正
【试卷点评】

数学试题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学生感觉很不
熟悉的题目。考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道题的
难度。试题还强化了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例
如文科、理科第 3 题以世界建筑奇迹古埃及胡夫
金字塔为背景，设计了正四棱锥的计算问题，将
立体几何的基本知识与世界文化遗产有机结
合。理科第 19 题以 3 人的羽毛球比赛为背景，将
概率问题融入常见的羽毛球比赛中，以参赛人的
获胜概率设问，重在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对事件进行分析、分解和转化的能力，以及对概
率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古典概率模型、事件的关系
和运算、事件独立性等内容的掌握。

数学 英语

素材来源于教材 注重学以致用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物理备课组长 郑孝发
【试卷点评】

今年试题注重对核心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考查，试
题素材来源于教材，贴近中学生生活实际。例如第14
题安全气囊的作用、第16题荡秋千、第19题核反应方
程等试题都来自教材中例题或习题改编的内容，突出
考查学生对重要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规律的应
用。而第25题是一个力电综合题，考查了学生的分析
综合能力。对于2021年高考的复习备考，建议考生仍
应以夯实基础为主，对每一个公式、定理定律、实验原
理，都要做到能理解其应用的情景与条件，对于一个
实际的熟悉的生活现象，能够应用物理知识建模、分
析、计算，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没有偏题怪题 紧扣时代脉搏
■点评名师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政治备课组长 赵香兰
【试卷点评】

政治试题“稳”字当头，难易适中，没有偏难怪
题。但是，与往年相比，试题略有变化：38题考查了
近几年都没考过的图表题，而且是问中套问形式；
40题第三问从近几年的三点6分重新变回原来的两
点4分，又出现了一拖二的选择题和反向选择题，需
要考生仔细审题。今年政治试题取材丰富多元，紧
贴社会热点问题。例如试题以问题为中心，以人类
所面临和关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发展等重大社
会现实问题为素材，创新设问，巧妙地将生活和理论
知识结合在一起。例如12题的口罩转产、38题的消
费驱动生产、39题的基层治理、40题的传统中医药在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等都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社
会热点。

突出立德树人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历史备课组长 林聪
【试卷点评】

历史试题继续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发挥历史学科的经世价值。比
如，第32题通过对比古代雅典和罗马的司法制度，
指向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现实要求。第35题
通过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负面清单”
规定，指向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第41题
则通过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德关系，呼应中国在

“多极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
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记住枯燥的年份、干瘪的史

实，而是要把握历史脉络、时代背景以及历史事件
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语文

大量文字考查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生物备课组长 金星
【试卷点评】

试题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以及学科素养的考
查。如选择题分别考查病毒的结构和增殖、种子的呼
吸作用、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节实验等。这些都是生
物学科的主干知识、核心概念，可以说不偏不怪不难。

从命题特点上来看，注重题目的信息获取。今年
基本上没有出现图片信息，而是在题目中出现了大量
的文字信息，考查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理解能力,需
要考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利用题目信息，进行
信息转化，联系课本，构建模型，对题目进行解答。

今年的生物高考试题告诉我们，与其沉迷于题海
不能自拔，大量做重复性题目占用宝贵时间，不如更
多地立足教材，深挖教材，沉下心去深刻理解知
识的内涵，提高自己的生命科学素养。

图表增加 关注新科技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化学备课组长 曾维举
【试卷点评】

试题整体难度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集中体现
了新课程标准。其中，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都是历
年高考的常考题型和知识点，保持相对稳定。主观必
考题的第27题利用原电池考查各种价态铁的氧化还
原性，以及相关的实验基本操作，与往年的实验题相
比有所创新。

今年试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图表有所增加。
这就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图表获取感性知识，并进
行加工、吸收、分析，从而解决问题。总体上，化学试
题情景来源于生产、生活、社会及科研实际，将化学
学科联系紧密的环保、材料等交叉学科作为试题背
景，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发展，关注
新科技，学以致用。

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点评名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地理备课组长 夏林义
【试卷点评】

地理试题较2019年有较大变化：自然地理占比大于
人文地理；非常注重对文本信息的解读；试题注重科学的
人地协调观，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关注美丽中国的
生态建设；材料的选取和设问角度都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今年考题中考查了气候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农业区
位的选择等主干知识。另外，试题通过精心选择体现时
代精神、地域特色的素材，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德育
目标渗透到试题中。例如，利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释
我国东北平原的某城市某居住区的建筑布局规划；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背景设计试题，引导学生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理念；利用大型挖泥船将海底岩石搅
碎，并将碎石和泥沙一起吹填造地成岛，体现了
我国强大的基建能力。

生物 化学 地理

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
■点评名师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英语备课组长 郭凌云
【试卷点评】

英语试题整体难度不是很大，但是试题难易分化
比较明显。总体上来说各个语篇的阅读生词量和阅
读难度都不会对学生的理解和答题造成太大障碍。

各试题语篇话题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自我三大主题；融入中国元素，体现美丽中国在科
技方面的长足进展；关注体育运动，倡导健康运动
理念；渗透美育知识、倡导读书之美，引导审美情趣
的养成；注重树立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倡
导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完形填空提到的不愿对孩子撒谎的父亲以及书
面表达要求学生以身边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为题
写一篇短文，引导学生关注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物，树立正确的偶像观等，都向学生传递着
深深的暖意和满满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