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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临考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合肥七中 刘岩

1、突出教材核心，强调基础性。

试卷重点考查的还是《考试说明》中

规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原理

和观点。经济生活中如企业发展、就

业、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政治生活中如：村民自

治、民族问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等等。题目偏重基础的考查，没有

难题、怪题。

2、热点与知识融会，注重能力要

求。题目还体现了对学生能力的考

查。首先，重视信息的解读和获取，

如38题的第2问，不能仅想到科技创

新的意义，要看到科技创新对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意义；39题第1问，要分

析出是运用生产与消费的知识解答

发展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漏了有效

的信息，答题就会走偏。其次，强化

知识的调动和运用。解答这些试题

不仅要求学生准确地提取学科知识，

而且还必须具有融事理于一体的能

力，注重运用学科知识结合具体情景

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

3、立足实际，引导学生关注本省

的发展。新课改的三维目标是知识

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

观。试题在考查学生知识与能力的

同时，把情感态度价值观融入其中。

38 题和 39 题绝大部分材料都是立足

本省的发展实际，建设“和谐安徽”、

打造“安徽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

等，让考生深切感受到安徽省抓住

“中部崛起”的机遇在加快发展，更容

易形成运用所学的知识为我省发展

服务的价值观。

试卷评析：
建设“文化强省”等成为考题

1、切不可忙乱而无头绪，立足教材

才是根本。应该对照考试说明，继续

检查自己的知识储备，重点弥补经过

几次模考发现的弱点和盲点。

2、加强答题技巧的训练，精选高

考真题和高质量的模考题，注重对题

目的研究，特别要把自己的答案和参

考答案对照，找出自己答题的主要问

题，有针对性地弥补自己的缺陷。

3、越是临近高考，越要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高考题中基础题和中等

难度的题目所占的比重一般较大，难

题并不是对每个学生的要求，要对自

己充满信心，相信经过自己长时间的

准备，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4、在最后十天左右要注意调整自

己的作息时间，减少熬夜。在每天上、

下午考试的时间段集中精力学习。把

精力最旺盛的时间调整到考试的时间

段，才能便于考场上的发挥。

复习建议：
最后十天左右要注意调整作息时间

最后十天要注意调整作息时间

地理：考试命题不会偏离课本太远
合肥七中 阮守鸿

和其他学科相比，三模中政治、历史、地理试题总体呈现难度不大，但更贴近现实生活

的特点，老师也提醒广大考生，在高考前的最后十几天，要注意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苏卫兵 星级记者 桑红青/文 倪路/图

整套试卷以新课程理念为核心，题目新颖且

有创意，难度适中，但灵活性较大，突显以问题为

中心，以能力测试为主导，综合考查考生所学的

基础知识，并注重多层次、多角度对分析、解决问

题的思维能力的考查。试卷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1、重视对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考查，题

目综合性较强；地理主干知识是高考主要考查

的对象，学生最后不能忽视对主干知识的梳理

和查缺补漏，本次模拟涉及的主干知识有昼夜

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高低气压和天气

系统特点、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造成地表形

态变化的外力因素、城市化的过程和特点、农

业区位因素、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转

移、自然灾害等。

2、考查的知识点覆盖面广，重点突出了高

中地理必修的内容：从内容来看，自然地理所

占分值约为46%左右，约占到一半，人文地理

部分约占26%左右；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约占

18%左右，自然灾害约占 10%左右；从形式上

看，“以图（表）带题，题从图（表）出”来形成考

查试题。六组选择题涉及六图，两大综合题两

幅图一个表，共同构成了本套试卷的骨架。

3、试题侧重对考生地理思维能力考查，具

有较强的灵活性；重视学生读图能力和分析、

提取有效信息能力的考查；区域考查是地理学

科最突出的特点，本卷选择题30、31题、综合

题34、35题都是以区域图呈现内容考查相关

知识，特别是以中国区域尤为突出，与近几年

的高考试题相吻合，区域性、综合性强，可以充

分考查学生分析地理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卷评析：侧重对考生地理思维能力考查

1、高考试题题在书外，理在书内，考试命

题不会偏离课本太远，因此，在高考前剩下的

二十多天里，我们一定要回归课本、回归基

础。

2、选择适量难度较小的试题训练，及时

进行归纳总结。

3、把以前做过的试卷进行整理、复习，特

别是曾经做错或不会做的题目更应加以重

视，对综合题的答题思路进行提炼，提高自己

的应试能力和技巧。

4、解答综合题是否高效是决定高考成败

的关键，最后同学们要按照答题思路进行规

范化训练，多研究高考真题，不断构建个人的

答题模板。

复习建议：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和技巧

历史：必要的训练是少不了的
合肥六中 王国孟

本次“三模”文综卷历史试题总体感觉是

难易适中，区分度好，立意高；符合高三教学实

际和高考的命题方向。秉承稳中求变，体现热

点问题的特点，试题既考查了基本概念、观点、

原理等基础知识，又考查了运用基础知识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高考前的冲刺复习起

到了较好的诊断、评估和导向作用。

1、强调对基础主干知识考查，考点分布广

泛。试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科技文化等

内容，并强调了主干知识，引导学生后期复习

注意提纲挈领，梳理整合重点知识。

2、注重学科能力考查。选择题注意创设

新情景新材料，体现新课改理念。渗透着对学

生价值观判断的考查。非选择题考查学生阅

读材料，提取信息概括归纳问题的能力。例

如：非选择题第 36题，以社会道德观为切入

点，材料选取上涉及古今中外。要求学生能有

效地对信息进行完整、准确、合理的解读。

3、关注社会热点和社会现实。如非选择题37

题是从古今中外的金融和贸易立意出发来反映当

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再

现了历史“以史为鉴、关注社会现实”的功能。

试卷评析：注重学科能力考查

1、突出主干、构建体系：这一阶段的复习，

一定要对知识进行重新梳理，形成系统的知识

网络。不妨利用课本标题，形成对课本的整体

把握。有选择地突破一些重要知识点。还要

注意专题复习与通史复习相结合，注重知识的

横向与纵向联系。打破章节、目录等原有的知

识结构，使知识进行重组。

2、回归课本、夯实基础：最后的复习应对照

《考试说明》的内容逐一落实课本知识点，不放

过包括地图、插图、注释、诗词、引言、典故、图片

等等在内的知识点，要重视历史概念、结论。

3、强化训练、提高技巧：必要的训练是少不

了的，不妨关注一下《考试说明》里的基本题型、

主要示例。找近三年的高考题进行强化训

练。 这些题目和答案，同学们要认真阅读，领

悟，可以窥视高考命题的走向，洞察高考信息。

复习建议：有选择地突破一些重要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