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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题目开放，引领正确价值观
文综

政治 引导学生作出正确行为选择
坚持稳定与创新的统一，

在试题呈现方式和考核方式
上进行创新。

试题风格与结构总体保持
稳定，有利于试题保持良好的信
度。同时，从教育教学的实际和
学生作答的实际出发，对试题设
置进行了适度探索与创新。

例如，采用表格的方式进
行考核，要求学生调动和运用
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把握，设问

也有一定的开放性，不拘泥于
微观知识的考查。

试题通过丰富的材料和
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设问来
考查和引领学生的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作出
正 确 的 价 值 判 断 和 行 为 选
择，树立服务人民、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试题立足于学生的现实
生活，紧紧围绕学生关注的社

会生活问题组织素材、进行设
计，坚持了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的原则，实现了学科知识与生
活现象的有机结合。

总体而言，2012年高考山
东卷思想政治试题，坚持稳中
求进，试题命制科学、规范，有
较高的信度、效度、合理的区
分度和适当的难度，有利于高
校选拔人才，有利于中学推进
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

历史 重视对价值观的考查

一、考查内容温和、平实

2012年试题依然严格遵
循了“注重考查考生对所学历
史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
掌握程度”的指导思想。试题
所涉及知识点都是课程主干
知识，用主干知识搭建起了能
力考查的平台，有利于考生水
平的发挥。

试题注重引导考生对课程
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答题
时要求考生论从史出、史论结
合，避免空发议论。例如第12题

考查北宋时期的时代特征，如
果考生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的史实掌握不好，
就无从判断。

二、重视价值观的考查

2012年试题注重对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考查，对中学
历史教学可以起到积极引领
作用。第28题在导语中鲜明地
体现了试题的立意———“个人
际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引导考生思考个人的发展与
国家、民族的发展之间的关

系，培育考生的民族精神和爱
国主义情感。

三、注重试题的综合性

试题突出考查考生对历
史发展基本线索、阶段特征的
掌握情况，引导考生认识人类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第29题
中外结合，通过斯大林模式、
罗斯福新政、邓小平关于市场
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理论三个
方面，综合考查了考生对当今
世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
种经济运行模式的认识。

理综

贴近实际，培养独立思考力

生物

素养考查处处体现
一、知识考查注重基础

试题全面覆盖了考试说
明要求中必考内容的17个主
题，试题突出对生物学主干知
识的考查，注重考查考试说明
中Ⅱ类要求的基础知识。

二、能力考查全面到位

生物学科考试说明的能
力要求包括理解能力、实验
与探究能力、获取信息的能
力 和 综 合 运 用 能 力 四 个 方
面。2012年高考理科综合(山
东卷 )生物试题以知识为载
体，很好地考查了这四方面
的能力。

例如，第26(4)题以实现
人口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协调
发展，需控制“J”型增长数学
方程式中λ参数为问题情景，
考查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

生物问题的能力，是对综合运
用能力的考查。

三、注重学科理念的考查

实验观察、比较归纳、建
立模型、类比推理、假说—演
绎、问题探究的学科方法，协
调统一、稳态平衡、生物进化
的学科思想，关注社会、应用
生产、生态保护的学科理念等
都是生物科学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12年生物试题对生物学
科素养考查处处体现。第2、4、5、
24(4)、27(4)、34题共6道题目涉
及实验考查，考查考生实验观
察、问题探究的方法。例如第26
题以种群数量的变化为情景考
查比较归纳、建立模型的方法。
第6题和第27(3)(4)题以亲代和
子代的基因型和表现型的推导
为情景考查了“假说—演绎”的
方法等等。

今年的化学试题着重考
查了考生对化学学科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重
视理论联系实际，以生产、生
活中化学知识的应用为载体，
对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提出
了较高要求。

试题延续了山东卷一贯
的风格、特点，特别是试题难
度保持相对稳定，有较好的区
分度。试题突出了对高中化学
主干与核心知识的考查，在题

目设置上，每题围绕一个主题
多面设点，扩大知识覆盖面。
以选择题为例，每题设计一个
主题思想，各个选项围绕主题
考查不同的知识内容或从不
同角度考查同一知识内容，这
种做法大大增加了整份试卷
的知识覆盖面，提高了考试信
度，有效地考查了考生对化学
学科主干与核心知识的掌握
程度。题目设计上强调对考生
分析解决(解答)化学问题能
力的考查，重视对化学实验与

探究能力的考查，同时利用图
形、图表、反应流程等多种形
式实现对考生获取信息、吸收
整合信息能力的考查，这些做
法使试题能全面考查考生的
化学学科素养。

试题特别注重对实验和
探究能力的考查，涉及化学实
验的问题分值占到了总分值
的三分之一以上。强调化学在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同
时注重降低考生入题门槛，做
到了高起点、低落点。

物理 试题难度合理，贴近生活

一、平稳创新 引领课改

试题注重对物理概念、物
理规律及物理思想等科学素
养的考查，引导高中教学不能
仅仅停留在机械记忆、生搬硬
套上，更要关注是否在理解的
基础上，学会归纳和探究相关
知识的内在联系，将学科教学
与学生的思维成长紧密结合，
真正实现拓宽思维、培养学生
能力的目的。

二、突出主干 注重能力

试卷注重基础性，无偏
题、怪题。试卷选考部分均采
用“双题”模式，重点考查考

生对基础知识与技能的理解
和掌握。

试题在考查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的同时，注重考查考生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新课程要求考生在物
理学习过程中，体验科学探究
过程，了解科学研究方法，培
养良好的思维习惯，能发现问
题并运用物理知识和科学探
究方法解决问题。试题在能力
考查中，特别注重对科学探究
能力的考查。

三、梯度适当 区分合理

试题设计从考生答题的思
维规律出发，通过分层梯度式

设问，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使考
生在解题时能够比较容易切
入，拾级而上，使不同认知层次
的考生都能充分发挥，提高了
物理试题的区分度，实现了科
学选拔人才。

四、贴近生活 关注科技

试题还采用了一些从现
代科技和生产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新颖情境，渗透了科学的
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引领考
生在生活中体验物之理，逐渐
形成自觉应用物理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很好地
诠释了“从生活走进物理，从
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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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对于概念及规律等理性认知的考查，可
以让考生学会归纳和自主探知事物的内在联系，实现独立思考和分析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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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引导考生关注人类生存发展
今年试题呈现的材料使

用价值高，与设置的问题紧密
相联，材料中隐含信息比较
深，材料原创性强。入题情境
创设新颖，成为今年试题的一
大亮点。选择题第1-2题组，以
独特的“资料集群呈现、定性
表现地理事物”的关系图示为
信息载体，在情境创设中，考
查考生对地理信息的感悟、解
读、判断、分析能力。

地理学科的本质特征是
其区域性和综合性。对区域地
理的学习，可引导学生关注人
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的重大
问题，因此对区域地理内容的
考核，是考查考生运用地理知
识、原理、规律来分析、评价和
解决地理实际问题能力的最
好途径。它给今后中学区域地

理的教学开辟了一条新的思
路：即在某些区域地理的教学
中，应把握区域中最能体现区
域特点的关键性的主题要素，
围绕该要素，由浅及深、由点
到面，对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的
探究分析。

今年的地理试题设问指
向明确，思维含量明显增加，
浅层次识记性的题目明显减
少。除了多方位、多角度考查
考生对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和
基本规律掌握情况外，更注重
考查考生缜密的地理思维过
程。考生能否全面挖掘材料中
显性和隐含的信息，灵活地与
所学基本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并能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分
析和深层次地思考问题，是做
好今年试题的关键所在。

试题设置源于书本却又不拘泥于书本，目的不仅仅在于微观知识
的考查，通过丰富的材料和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设问来考查和引领学
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树立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化学 重视基础知识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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