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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卫兵 星级记者 桑红青

昨天，备受关注的合肥三模顺利结束，从一线老师和考生反馈的信息看，合肥三模整体难易适中，但部分学

科难度偏大。为了帮助考生及时发现自己考试中出现的问题，本报昨天在第一时间邀请了合肥市名师对合肥

三模试题进行了点评，希望对考生后期迎考有所启发。

1、研究并落实考试说明中所涉及考

点、做有针对性训练，消除知识盲点。

2、注重总结同类习题的解题思维模

式以及审题、整合性息、挖掘隐含条件等

的基本方法。

3、尽量做到会做的绝不丢分。答

题一定要看清要求才下笔，文字叙述要

规范简洁通顺，没有错别字，千万不要

因赶时间把会做的题做得毛毛糙糙而

丢分。

复习建议：尽量做到会做的不能丢分

合肥三模昨天谢幕合肥三模昨天谢幕，，省城名师第一时间点评三模试题省城名师第一时间点评三模试题

高考实战中千万别纠缠难题

1、答题策略，先易后难。试卷到手后，

迅速浏览一遍所有试题，本着“先易后难”的

原则，确定科学的答题顺序，注意平时训练

时养成适合自己的习惯。遇难题千万不要

纠缠，克服赌徒心理。可以犯几个技术性错

误，但不能犯策略性错误，否则是致命的。

2、答题前认真审题。审题要仔细，关

键字眼不可疏忽，尤其注意看上去像老题

的新题。另外“难题”也可能只难在一处，

不必完全放弃。

3、选择题求稳定。选择题区分度不

大，尽量少丢分。同时注意运用一些技巧，

可以提高速度甚至可以跳出陷阱。

4、主观题求规范，我们常说必要的文

字说明和方程是关键。另外注意不必写计

算过程，写了容易使卷面乱，简洁最好。不

能完全做出来也不要完全放弃，写几个相

关的公式也可以得分。

复习建议：答题时注意一些应试技巧

英语：后期要多背一些优秀作文
合肥七中 夏铭

试卷结构合理，紧密联系安徽高考新

要求和新特点，题型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

从考试结果看，全卷的难度、区分度都把握

得比较好，内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知识

覆盖面广。以课本为依托，重视语言知识

的积累，同时突出语篇阅读，整份试卷总体

上来说体现了英语教学所遵循的重视积

累，夯实基础，注重语篇，培养能力的原则。

听力总体难度适中，细节题和信息加工题

分布合理、均匀。对学生审题方面的能力

要求较高。单选题有一定难度，既考查了

基本知识，又突出了难度。如第22题的交

际用语题、第30题等。完形填空是一篇贴

近校园生活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学生应拓

宽手机利用范围，将其利用到学习中，词汇

量较大，词义辨析多。如36、37、39、51题。

阅读理解题材广泛，内容涵盖了音乐、网

购、环保等话题。D篇词汇量大，篇幅长，

学生阅读可能较吃力。细节题难度较大，

概括题多。任务型读写难度适中。写作是

一篇演讲和看图说话题，内容较简单，学生

有话可写。

试卷评析：单选题有一定难度

综观试卷，我们不难看出命题老师的

良苦用心及辛勤付出，整张试卷坚持平稳

推进、稳中求新的指导思想，考试形式、试

卷结构等与近年高考试卷基本保持一致，

在力求稳步推进的同时，力争适度创新。

考查内容：这次三模试卷主干知识点

覆盖面广；选择题部分主干知识考查力度

较大；重视联系科技、生活，如选择题第15

题和第 17题，同时，也紧随2012年安徽省

《考试说明》的变化而做了一些调整，如计

算题22题对今年的热点问题：交变电流的

瞬时值表达式的推导进行了考查，分值为

14分。

考查形式：考查形式较以往进行了一

些微调，实验部分由以往的3个实验（2 个

力学实验+1 个电学实验）变为2个实验（1

个力学实验+1个电学实验）。

考查难度：选择题无偏题、怪题，但有

较好的区分度，尤以第17题易丢分；实验题

中的电学实验涉及电表的改装，是重点也

是难点，学生不易得分；计算题22题难度

不大，易得分，而最后一题计算量较大，对

学生的分析物理过程的能力及数学处理能

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试卷评析：考查形式进行了局部微调

物理：高考实战遇到难题千万别纠缠
合肥七中 王珍

化学：试题整体难度有点大
合肥七中 黄荣求

1、延续“一模”、“二模”的优点。突出

考查重点、热点，考查了基本概念、基础知

识、基本原理，突出考查学生学习化学的

几个能力（接受、吸收整合化学信息的能

力，分析问题和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化

学实验与探究能力），是接近高考的一次

很好的热身。

2、亮点较多，整套试卷有很多地方对

师生有启发。如第7题八硝基立方烷高能

炸药、13题氯气缓慢通入水形成饱和氯水

后再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过程中pH变化图

分析。题目熟悉又陌生，第7题考查化学

键、物质构成、氧化还原反应理论。13题

考溶液中离子大小关系和守恒，难度较

大。但只要深入进去，运用排除法，容易

突破。26题有机合成设计两条路线，评价

合理性。要求同学们思维要全面、严密，

才能找出差异漏洞。具有很好的区分度，

提醒同学审题要严，不能随意。

3、试卷区分度很好，难度大了些。比

如13、25题的E元素推断、26题有机推断、

27题工艺流程第（3）题离子方程式书写中

三盐基硫酸铅（3PbO.PbSO4.H2O）“3”的

理解、28题草酸晶体纯度计算等。

试卷评析：试卷很多地方对考生有启发

1、可利用现有的听力材料，每天进行

一次听力训练，后一周可模拟高考时间。

2、加强不熟词汇的巩固复习，可将课

文后的生词词汇快速过一遍。

3、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将平时所做

的易错题拿出反复复习，做到不犯同样错

误，巩固知识点。

4、可做一些各省或全国高考卷，因其

注重试题的科学性，而且难度适中，有利

于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对于后期的复习大

有裨益。

5、每年高考学生在作文中丢分较多，

在后期的复习中可适当背诵一些优秀作

文，熟悉各种题型，尤其注重平时在作文

中易犯的时态错误，句型错误，以免不必

要的失分。

复习建议：重视平时在作文中易犯的时态错误

1、认真熟悉和掌握课本知识，将选修

一和选修三的有关知识穿插在必修的内

容中适当复习。

2.、耐心总结和整理自己生物方面薄

弱的核心知识，注意区别和掌握易于混淆

的知识点，准确把握重要概念、重要原理

的适用范围、含义、重要性等。

3、积极寻求老师的帮助，查漏补缺。

不做太多的难题，而多做基本题，多训练

在有限的时间内认真审题、认真分析题目

中的信息、找到题目中的重要关键词、准

确理解题目要求等。

4、注意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灵活运

用各种解题的技巧，提高解题的准确性和

速度。答题时也要注意书本语言的运用

和生物学术语的运用。使用生物学符号、

语言（包括专有名词、术语、概念等）、图表

都要准确规范，防止非知识性失分。

复习建议:要提高解题的准确率和速度

生物：不要做难题但要提高解题速度
合肥七中 李学东

试题依然为高考模式，6道单项选择

题，三道非选择题，总计90分。试卷中知

识覆盖面较大，涉及必修一、二、三及选修

内容，对学生实验能力、从文字获取信息能

力、读图获取信息能力等方面要求较高。

试卷题目内容提醒考生要注重对课

本基本知识点和基本原理的掌握和辨析，

要熟悉课本中出现的各种模式图及其所

代表的生物学含义，要从课本的示例中去

学习体会如何从“实验目的”去寻找实验

原理和实验方法，如何从实验现象推导出

实验结论。例如，选择题第1题就通过四

幅图的辨识，要求考生熟悉和掌握课本中

酶的本质、酶的催化特性、二肽的形成及

结构特点、核苷酸的结构及连接方式、翻

译的概念及翻译过程中mRNA、tRNA、肽

链、核糖体等结构的作用、多聚体和单体

的概念等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要在此基础

上进行辨析，才能准确选出应有的答案。

而第2题就要求考生会从实验现象推

导出实验结论，同时也要求考生掌握“植

物激素”的概念，才能进行准确选择。再

比如，第5题是要在掌握丰富度、种群密

度、群落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的概念及特

点、群落演替的概念及特点等基本概念的

基础上才能准确选择。类似的要求在许

多题目中都有体现。因此，熟悉和掌握课

本中的基本点非常有必要。

试卷评析：考查考生对课本知识点的熟练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