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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头条：

从从22001188年年高高考考看看明明年年备备考考策策略略

与往年命题相比，2018
年高考语文命题极具创新
性。主要体现在：

一、结构方面：

试题总分值共150分，
没有多选题！分值配比为现
代文阅读(36分)、古诗文阅
读(34分)、语言文字运用
(20分)、写作(60分)。文学
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
读、诗歌鉴赏及名句名篇默
写在分值设置上都呈现明
显变化，选择题设置13个单
项选择题，总分 3 9分，比
2017年高考的选择题总分
少4分。

二、内容方面：

1 .文学类文本阅读《赵
一曼女士》的文本兼有小说
及人物传记的双重色彩，在
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中再现
人物的英雄本色。

2 .实用类文本阅读以
三则材料串联，融合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与新闻的特点，
材料选择中没再呈现图表，
重文本的阅读及理解运用。
题目设置也由原来的1个单
选(3分)、一个多选(5分)、1个
简答(4分)的题型转化为1个
单选(3分)、一个简答(6分)，
明显加强对学生信息筛选整
合能力、理解能力的考查。

3 .诗歌鉴赏是以唐代诗
人李贺《野鸽》的七言律诗为
载体，综合考查学生的鉴赏
及评价能力。简答题“理解最
后两句的含意”更是多年来
诗歌鉴赏考题的创新，呼应
了《考试大纲》关于“理解重
要句子的含意”的要求。

4 .名句名篇默写的分
值由原来的5分增长为6分，

《论语·为政》、《师说》和《念
奴娇·大江东去》再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表现教师的不

断温故知新，强调儒家素养，
再现古英雄的壮志豪情。

5 .语言文字运用的创
新是在于“化散为整”，将单
一的病句、成语等考题整合
在片段化的阅读中，在文章
综合理解的基础之上做出
选择，以“大洋一号”为题，
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彰显时
代先进文化。试题中未再设
置单一的“补写句子”，而是
融合在材料中，成为“下列
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
恰当的一项”，这一创新变
化不仅是命题形式的创新
更加降低了该题的难度。

6 .作文着力画龙点睛，
在关键处破题，形成点面结
合、精神深蕴的格局。全国I
卷作文试题“世纪宝宝中国
梦”精选7个年份，既集中展
示中国新世纪的标志事件
和新时代的重大规划，又精
准对接这一代考生成长史

的重要时刻，具有强烈的时
代感与历史感。

三、2019年高考备考建议：

1 .链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语文学习，尤其是
在语文命题、语文选材、学
生读写等方面的核心价值，
最终提升学生思想情操、道
德情操，做积极向上正能量
的新时代有为青年。

2 .认真研读《课程标
准》、《考试大纲》和《考试说
明》，吃透精髓。

3 .树立大语文观，深悟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并链接核心
素养在实际情景中的运用。

4 .科学规划，步步为
“赢”。围绕高中三轮复习，
制定合理的科学规划，了解
每一轮复习的核心价值，实
现知识考试化、知识能力
化、最终知识素养化。

一、整体四大特点：

(一)突出主干知识
本次生物试题突出了

高中生物的主干知识的考
察，如细胞结构和功能、细
胞代谢、光合呼吸、稳态调
节，这些主干知识也是在高
考备考中重点复习和练习
的模块。考生在面对这些题
目时会有较强的熟悉感。
(二)重视实验探究能力

生物试题的第4题、第6
题、第31题、第32题均考察
了考生的实验探究能力。这
体现了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中“科学探究”，也为明年考

生们的备考指出了方向。
(三)注重材料、图像分析

本次试题的第2题、第4
题、第6题、第31题均出现了
材料表述，第4题、第30题、
第32题均出现了图像问题。
对题目已给材料或图像进
行分析后再答题，由此可
见，试题中对考生的材料分
析及图像处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四)考察文字叙述能力

比较近5年的生物试
题，不难发现，在填空题中，
需要语言表述的题目越来
越多。而今年的每一道填空
题，都有文字叙述类的题

目。在作答时，考生不仅需
要提炼出相关知识，还需将
其整合成具有关键词的语
句，开放性进一步增强。

二、2019年高考备考建议

(一)重视基础，回归教材。
教材是任何题目的本

源，在备考中一定要重视教
材的复习，把教材中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教
材的使用应贯穿于整个备考
阶段，切勿把教材丢在一边。
(二)抓住主干，明确重点

每一年的试题，主干知识
和重点模块几乎一致，在备考
中，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在掌

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对
典型例题多加练习。常见重点
模块如：光合呼吸、遗传、内环
境稳态、生态调节等。
(三)提升能力，注重实验

备考中在复习基础知
识的同时，还需注重自身能
力的培养，如图像处理能
力、实验探究能力、材料分
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
(四)构建网络，融会贯通

生物知识往往较为零
碎，备考中一定要注重知识
体系的构建，将相关知识联
系起来形成网络，这样才能
综合性的利用知识来解决
问题。

一、整体两大特点：

(一)能力测试与学科
特点相结合

今年历史试题以历史
思维能力考查为核心，在历
史材料的选择、问题的设计
思路，考查的途径与方法、
能力目标的层次构建、答案
制定与评价策略等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试题既有继承又
有创新，考查目标明确，学
科特色鲜明。

(二)试题更加接地气，
能紧密贴近当今社会实际

2018年历史考点更能
结合当今社会热点与社会
焦点问题，与往年相比，图
片题与表格题明显增多，表
述更加直观、清晰，如选择
题25题、27题、31题与35题
等。试题通过对各类历史信
息的综合，构建了多角度、
多层次、结构相对复杂的历
史情境，进而考查了考生对
历史事物进行综合理解、分

析和处理的能力。

二、2019年高考备考建议

(一)全国卷高考历史
要求考生应有意识提升历
史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在
老师指导下养成以史为据、
论从史出的思维，并掌握相
应的方法，以史鉴今。运用
不同的思维方法，多角度、
多层面、创造性地思考与解
决反思历史问题，进而考查
考生对历史事物进行综合
理解、分析和处理的能力。

(二)立足于历史考纲与
基础知识。对考点基础核心
概念和主干知识深入理解和
掌握，形成清晰的历史纵横
网状知识体系。考生需对教
材每一个知识点都有所了
解，学会举一反三，要义在于
查缺补漏，强化应试技能，提
高学科素养。同时，要求考生
要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
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
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

(三)更加注重考生对
历史史实的掌握程度，引导
教学更多地关注社会时代
性，创设新颖情境，活学活
用历史知识，力图让考生在
所学的史实与史实之间、史
实与史料之间、史料与问题

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以便更
好地总结历史发展的基本
方向和规律。培养从不同视
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进一步提高人文素
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

2018年高考语文试题评析

山东考生首次使用新课标全国I
卷，试题考点分布均匀，试卷形式、结
构、题型以及分值分布均符合《考试
大纲》及《考试说明》的要求，难度适
中，搭配科学，提高人才选拔的区分
度。命题深化体现了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着力突出了信息筛选、逻辑推断、
审美鉴赏等高考生的关键能力。

作为高考改革关键性的一年，今年50多万山东考生一起迎来全面全国卷。那么今年的考卷究竟有哪些变化？又
对2019年的考生有哪些启示呢？大智高考研究院的专家带来专业解读：

2018年高考理科综合生物试题评析

2018年新课标I卷理综考试落下
帷幕，生物试题在本次考试中难度中
等，考察范围及形式与去年相比无太
大变化，整体较为稳定。

大智高考生物研究院研究员 宋艳冉

2018年山东高考文综历史命题，在
注重考察每一位学生基础性、综合性的
同时，着重考查考生对所学历史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考查考生的历史素养以及独立地
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大智高考语文研究院院长 薛永胜

大智高考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田清明

2018年高考文科综合历史试题评析

对于新高三考生关
注的全国卷命题规律与
备考策略问题，6月15日
将举办“2019年升学规划
及提前带你走进‘双一
流 ’ 指 导 会 ” 公 益 讲
座，家长学生正在抢报
中，特别预留50个VIP席
位，家长可以拨打热线
为孩子预约！

想要了解其他科目的分析，可

以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

复“高考”二字，即可获取！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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