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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高考统一考试大纲
公布，本报邀请山东省实验中学各
学科教研组组长、高三备课组组长
对考试大纲进行解读。2018年文综、
理综各科考试大纲考试目标、考试
范围延续性较强，最大特点是稳中
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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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政治命题将保持基本稳
定，从能力要求、考试内容、考试结构
到赋分比例，均没有明显变化。在备考
过程中，给考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紧跟十九大，深刻领会会议精神。
政治学科的时代特征鲜明，要求学生对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等重要、核心内
容，必须做到熟知、领会。具体到每一模
块来说，《经济生活》需重点关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相关内容的新拓展，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乡村振兴战
略、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政治生活》要
重点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
导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和“政党制度”等
相关内容的新表述；《文化生活》需重点
关注“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
相关内容的新提法。

备考过程中，题型把握灵活有度，避
免出现“千篇一律”的误区。全国卷的考
试虽然灵活，但绝对是有规律可循、有方
法可依的。平时应善于总结共性，学会举
一反三。当然，也要避免僵化思维，比如
2017年的政治主观题就改变了以往的模
式，出现了三个大题，将经济与政治分
开、文化与哲学组题的情况。夯实基础，
答题做到准确与高效相结合。（李青青）

与2017年相比，地理学科2018年
的考试大纲说明从能力要求、考试范
围、试卷结构等方面来看均无任何变
化。

研究近几年全国卷试题可以发现
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小切口、大纵
深，考查对细节知识、原理的理解；创
设新情境，考查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提取有效信

息、分析图文信息、运用信息解答问题
的能力贯穿全卷；要求答题规范，注意
地理术语的运用；地理素养、地理思维
考查也贯穿始终。

地理全国卷的突出特点是“小切
口、大纵深”，出题往往围绕一个具体
的知识点，层层深入，考查学生对知识
掌握是否准确，是否能灵活运用所学
原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学生感

觉高考难度大的原因。
针对地理学科特点、高考考试动

向，我们给出的备考建议如下：系统地
进行两轮复习，重视一轮复习的系统
性以及基础知识落实，二轮专题复习
注意知识的提升、融会贯通。抓主干知
识、核心理论，体会知识的内在联系，
理解规律理论的精髓。

（郭文莉）

对照2017年考试大纲（历史），2018
年考试大纲没有任何修改和变化。相信
2018年全国高考历史学科定会继续贯
彻“一点四面”。

“一点”，在高考中要体现立德树人。
“四面”，在高考中要体现核心价值、传统
文化、依法治国、创新精神。考查原则坚
持从有利于高校人才选拔出发，通过优
化历史试题素材选取和情境设置，加强

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历史学科
素养和学习潜力的考查，强化在唯物史
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

强化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复
习备考要通过优化历史试题素材选取和
情境设置，强化从历史材料中提取有效
信息的能力、知识迁移能力和思维方法
的培养。把高考历史考试大纲要求的“获

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
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四个方面
十二个层次的能力考核目标与要求真正
贯穿于备考复习当中。复习备考一定要
细化能力目标，从2017年高考全国历史
卷考查来看，2018年学科复习备考更要
注重“辨别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理解历
史叙述与历史结论、说明历史现象与历
史观点”的训练与提升。 （魏明）

预计2018年全国卷生物试题会重点
考查考生对生物学核心知识、生物学实
践和探究能力的掌握情况，引导高中教
学全面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方向。

充分重视教材，深化对知识的理
解。练习固然重要，但教材才是考生掌
握概念、原理、过程、规律的根本。在没
有充分理解原理的情况下去刷题，是舍
本逐末的行为。从“问题探究”到“资料
分析”“思考与讨论”，从“相关信息”到

“科学前沿”，从“本节聚焦”到“本章小

结”，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生物学核心素
养的培养目标。教材对知识的内容、知
识的来源、知识的应用等的表述科学而
准确，能用教材语言描述的应尽量用科
学规范的教材语言描述。

既要充分练习，也要反思总结。一
定要做往届全国卷的真题，风格与山
东卷有所不同。选择题往往只考查相
关的一个知识点，综合性不强。非选择
题问题少，但主观性强。全卷图表题3-
4个，不会太多。复习时必须加强主观

表述题的训练，对生物学原理的解释、
对实验的分析和设计等，以不断提高
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重难点知识专项训练。建议对生
物膜系统、光合和呼吸、细胞分裂、遗
传规律、变异与人类健康和生物育种、
动物生命活动调节等必修的重点知识
进行专题复习、专项强化训练。选修一
的难度低于选修三，选修一的微生物
分离和培养、选修三的基因工程往往
都是考查重点。 （宋菁）

从考试目标到考试范围上看没有
任何的改动和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就
是稳定。

对2018年复习备考建议：研究全
国卷，把准全国试卷的脉搏。特别注意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高中知识点的对
接问题，例如动量是物理学中最重要
的概念之一。动量守恒定律是与能量
守恒定律同等重要的基本物理规律，
在宏观、宇观、微观世界都成立。动量

的概念起源于力学，但贯穿热学、电磁
学、光学、近代物理等领域。对动量的
学习，不仅有利于理解力学现象、掌握
力学规律，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其他
内容。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在概念和
规律上投入主要精力，不要放弃课
本，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题目的背景材
料来自教材上的“小发明”“小制作”

“小实验”。

习题训练要以中等难度题为主。
加强变式训练，注意一题多变、一题多
解、一法多用、多题归一，培养学生多
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去思考问题，
增强应变能力。规范化做题，规范化包
括学科用语、解题格式、计量单位、实
验操作等的规范化。及时改错，对平时
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要及时进行错
因分析，减少错误在头脑里存留的时
间，避免重复出错。 （张颂）

2018大纲相对于2017年大纲无明
显变化，关注主干知识的同时，重点关
注以下几点：

对化学实验与实验探究能力要求
提高，包括实验装置的选用、控制实验
条件的方法、预测或描述实验现象。在

“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部分，适当
关注以下几个部分教学：电子式、配制
一定溶质质量分数溶液和物质的量浓

度溶液的方法、活化能及对反应速率的
影响、催化剂选择性、各种化学平衡常
数进行判断和计算并学会从化学平衡
角度理解和解释有关反应现象。常见无
机物及其应用部分，适当关注常见金
属、非金属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方
法。有机化学部分，根据信息设计有机
化合物的合成路线。增加“了解合成高
分子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应用以及在发

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中的贡献”。
关注人教版、鲁科版教材的差异，

关注教材的各种板块：如思考与交流、
学与问、科学探究、实验，与教材具有同
等命题效力。注意对工业流程题的训
练。关注初中化学学习内容，溶液配制、
过滤操作、CO2、H2制备。注意训练学生
在陌生背景中，应用已有经验处理问题
的能力。 （韩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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