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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013年高考山东卷试题评析
9日，2013年高考结束。山东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立即组织驻济相关学科专家对今年高考

各科试题进行了分析解读。6月9日晚，省招考院公布了相关专家的权威点评。

一、试卷保持相对稳定，
平衡传承与创新

高考山东卷数学文、理试
卷结构、题型、题量及分值分布
等都与往年保持相对稳定，第
21、22题并列压轴。文理两科的
解答题在题目设计上做到了入
口宽、梯度合理，有利于不同程
度的考生充分地发挥。

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
上，还进行了适度创新。如文
理科第12题，试题表面上以三
元方程形式呈现，通过一系列
巧妙转换，化为考生熟悉的二
次函数的最值问题，将基本不
等式的应用与二次函数的最
值问题有机结合。

二、突出主干知识，注重
能力立意

全卷涵盖了考试说明中
的绝大部分知识点，对要求较
高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概
率统计、数列、函数和导数的
应用、圆锥曲线等主干知识均
以解答题形式出现，达到了一
定的考查深度和广度。在知识
与信息的重组上呈现多元化，
充分展现知识网络交汇点。如
理科第14题绝对值不等式与
几何概型的巧妙结合；第13题

程序框图中“斐波那契数列”
的渗透；第18题立体几何中

“墙角”模型的呈现；第22题圆
锥曲线中光学性质的蕴含等。

试卷体现能力考查主旨，
有效考查了运算求解能力、数
据处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抽象概括能力、推理论证能力
及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探
索性问题、应用性问题、新情
境问题和综合性问题的考查
力度大，如第16题“正对数”问
题来源于考生比较熟悉的对
数知识，体现了“源于课本，高
于课本，活于课本”的思想和
理念。该题“分类讨论”既是思

维的起点，又是落脚点，较好
考查了考生潜在的数学素养
和创新意识。

三、注重通性通法，突出
考查思想方法

2013年试题注重能力立
意，以考查基础知识为重点，注
重对通性通法的考查，淡化特
殊技巧，突出数学思想与方法
的考查。如文科第22题的解题
思路是将直线方程代入圆锥曲
线方程，整理成一元二次方程，
再利用根的判别式、求根公式、
韦达定理、两点间距离公式等
布列条件组，从而解决问题。

四、体现文理差异，兼顾
版本区别

在基础题目的设置上，文
科卷和理科卷中完全相同的仅
有5道，题序也做了合理的布
局。文理卷在数列、不等式、导
数、概率与统计等知识的考查
方面具有较大差别，各自展现
独创性。如文、理第22题，载体
都是椭圆，都考查了直线与圆
锥曲线的位置关系、韦达定理、
两点间距离公式、点到直线的
距离公式和换元法等，但是理
科卷的思维广度、深度要稍微
大一些。

一、守正出新
今年考试试题不超

纲，难易适中。在语文基本
知识和基本能力方面，选
材语文特征典型，相关句
子内容趣味横生，有很好
的可读性。三篇现代文阅
读材料基本保持往年的思
路，古文、古代诗歌也是如
此。同时试卷中也有出新
之处：

一是考查方式。例如
第2题考查常用字的使用，
将错字放在句中，一方面
符合错字使用的常见情
形，一方面对考生形成一
定的迷惑。第16题填写关
联词语，这是比较新的考
法，用以检测考生的逻辑
能力。

二是选材。试卷中现
代文的论述类、文学类、实
用类与古文、古诗的选材
对试卷风格影响很大。论
述类选择的是关于中国艺
术境界的论述，全文以中
国画为据，论证过程清晰。
古文第一次把古代“记”体

引入高考试卷中，可以拓
展学生关于古文文体的认
知，表现了尝试与出新。

三是设题。关注论述
文阅读规律，从文体方面
加进设问，增加了试题的
科学性，是新的亮点。

二、考查识记能力
语言类主要考查了考

生的语言识记能力。例如
第2题考查正确使用字词，

“箭拔弩张”中的“箭”应为
“剑”。这个词的误用较为
常见，但错误也是明显的。

三、提高人文情怀
今年的试卷从总体凸

显了人文精神，比较集中
表现于作文命题上。今年
的作文题针对当前语言运
用中出现的问题，从《咬文
嚼字》中提炼出材料。具备
以下特点：

(一)有较强的现实针
对性。由于外来文化、网络
文化侵害了汉语言的纯洁
性、准确性；权威公共平台
常犯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知
识的错误；电台、网络等媒
介谬误频出，选择这一材
料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材料与考生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题目贴近
学生实际，可以联想到自
己及身边使用语言文字的
现象、故事，从而尽快选择
文体，立意设题，组织材
料，进入写作状态。

(三)材料本身具有积
极向上的意义。杂志社求
真求实，引导人们正确使
用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知
识；著名作家认真严谨，对
社会、对学生的成长具有
积极意义。

一、单项填空考点微调
今年没有专门考查词

汇知识的试题，主要考查
了基础的语法知识。同时
突出了中学英语教学的几
个重点和难点，其中第24、
27题分别考查了一般过去
时和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第31、35题考查了定语从
句的相关知识；第25、29、
33题考查了非谓语动词的
用法；第26、28题考查了状
语从句的相关知识。

二、完形填空注重选材
完形填空题选用了一

篇记叙文，考查了7个动词、
6个名词、5个形容词、1个代
词和1个连词，重点考查考
生根据上下文选择恰当词
汇的能力，20个题目考查对
象以实词为主。在干扰项的
设计上，避免了干扰项与正
确选项意义相反或相近度
过高，而引起干扰性过弱或

过强的情况。由于完形填空
题选用的是记叙文，学生比
较容易掌握故事梗概，整体
难度不大。

三、阅读理解超纲词
汇不多

阅读理解部分4篇文章
体裁、题材各不相同，有利
于区分不同层次的考生。阅
读理解部分超纲词汇不多。

试题有考查主旨大意
的，有考查推理判断的，有
考查代词指代内容的，也有
考查事实细节的，20个题目
中有18个以完整问句的形

式出现。另外，C篇文章配了
插图，有助于考生理解。

四、阅读表达注重能力
阅读表达题文章既考

查了考生对段落主旨大意
的概括能力(如76题)，还
考查了其利用上下文语境
线索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
(如77题)，及准确把握篇
章信息和概括归纳的能力
(如79、80题)。第78题让考
生用英语解释画线句子，
这种首次出现的题型对考
生来说有一定难度。

五、写作试题贴近生活
今年写作试题是让考

生回复一封电子邮件，该
题要求考生首先解释未及
时回信的原因，然后谈谈
自己的假期打算，这样考
生就没有现成的模板套
用，需要按照题目要求自
圆其说，这也是试题设计
的巧妙之处。

语文 数学

贴近时代，不乏出新之处
语文试题贴近时

代、贴近社会、贴近考
生实际，重视审美性与
人文精神，较好实现了
对考生语文基础与基
本能力的考查。试卷在
内容、设题等方面以
稳、延续性为主，又不
乏出新之处。

考查潜在素养和创新意识
数学试题注重考查

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整份试卷稳

中有变，变中求新，新题

不难，难题不偏，“稳”以

考查基础，“变”以考查

能力，有较高的信度、效

度和区分度，具有良好

的选拔和导向功能。

英语

考点都是常见内容，设题创新
英语试题考点都是

中学常见常考的内容。在

选材、设题等方面进行了

优化和一定程度的创新，

对中学英语教与学有着

积极的导向作用。

基本能力

用题目叙说传统
一、试题素材丰富
试卷中包括艺术欣

赏、生活常识、社会现象、
图形解读等题目。“诗画一
体”、“古人对联”“穿着变
化”“汉字演变”等都在用
题目叙说传统。

试卷中既有“羊角锤”
“垫桌腿”“洁齿剂”“聚乙
烯塑料”“地图符号”等生
活化素材，也有“离子感烟
器”“太阳能发电塔”“古代
法典”等专业性素材与能
力考查目标紧密结合。

二、考查观察生活
题干表述和推理设问

让学生与已有知识建立联
系并进行推理判断。例如
第3小题，先交代“茶寿”的
来历，让考生推理“米寿”
美称的涵义。

考查考生的体验和感
受。例如，第7小题对“音乐
情感和绘画”的体验比较，
是对考生学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的深入分析。

调动已有知识储备解
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第17
小题通过对联中历史人物
事迹的概述来对各相关历
史名人进行判断等。

考查考生对生活和社

会现象的理解。例如，第23
小题合理使用药物，于细微
之处考查考生观察生活、解
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能力。

三、多种方式拓展考点
整份试卷不仅有20幅

图片、十余处诗文，还有17
个小题的选项配有图形或
谱例。试卷含9个题组，内
容相关隐形题组数有5个，
学科融合题目数有6个，还
包含综合文化类题目6个。
题目通过纵向挖掘、横向
延伸、多方联系等方式拓
展考点，考查考生不同方
面的能力。

基本能力试题内
容丰富、考点新颖、设
问巧妙，引导考生轻松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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