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特色更加凸显
考查传统文化，凸显北京

特色， 是近年来高考北京卷的
一大特征。 试题往往选择具有
首都特点、 发生在身边的鲜活
事例， 使考生感受北京城市建
设成就和发展现状， 增强对家
乡的了解， 并积极参与首都建
设和发展中。

思想政治试卷第16题以
北京2022年冬奥色彩系统为话
题， 考查考生对中华文化元素
的认识与理解， 思考如何增强
中华文化的传播力。 试题充分
利用北京的政治、经济、历史、
人文资源， 考查考生的思维特
点、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如第
1题以北京市提出建设“博物馆
之城”为话题，引导考生了解北
京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第4题
以永定河治理为载体， 展现城
市生态综合治理的良好效果。

历史试题从物质、 精神文
化等多个视角， 考查考生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如第1
题提到的青铜器冰鉴缶是先秦
时期最为典型的优秀物质文化
遗产。第2题的“清乐”是汉唐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精神文化
成果。第20题从“茶”字的读音
入手， 展现中国古代优秀传统
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

垃圾分类是北京今年实
施的一项新政， 学生对此并不
陌生。生物第17题的最后一问，
考生可结合新版 《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提出在处理生
活垃圾方面的建议。

地理试卷第5题提及我国
某地立秋至处暑期间辐射量日
变化， 承继北京卷多年来坚持
二十四节气的考查特色。 第19
题以北京“三城一区”战略发展
规划为背景， 展现北京在人工
智能、生物技术、现代装备制造
等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成就
和潜力。 试卷还涉及北京世园
会、2020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发展计划、 亦庄宏达路泡桐
花开等新近地理事件。

除了上述特点外， 各学科
名师强调， 试题继续坚持对核
心主干知识考查的基础性、全
面性，引导考生注重基础，紧扣
课标和教材， 引导中学教学回
归课堂。“稳中求变”、不出偏题
怪题， 是各学科试卷共同具有
的特点。

在日常学习中， 学生要注
意博览古今，了解天下大事，提
升自己对知识的综合分析能
力，并做到灵活变通，学会实际
应用，“死读书”“读死书” 可跟
不上考试要求了。

重点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能力
凸显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
———北京名师深入分析北京新高考第一年试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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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生对高考试题有不
同看法，那么，北京的一线名师如
何分析今年高考6门选考科目？未
来的考生要如何适应呢？

特点1：考查学生解决
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学）
高级教师张玉峰、 四中正高级教
师汤玉林、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学校特级教师韩东认
为， 今年物理试卷重点考查学科
本质， 重在解决综合性问题中考
查考生的素养发展水平， 是新高
考背景下等级性考试命题的一次
新探索。

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贾同
改、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旌、朝
阳区教育研究中心陈瑞雪等老师
总结，化学试题在学科融合、情境
创设、 问题设置等方面凸显了学
科 的 综 合 性 。 如 第 18 题 （4）
Na2C2O4与MnO2、KMnO4溶液
的反应，打破了模块之间的壁垒，
模糊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界限。
同时，试题加强融合度，既有知识
模块的融合， 如元素与原理的融
合，工艺与实验的融合；也有知识
领域的融合， 如无机化学与有机
化学的融合。

历史试卷第4题展示了安史
之乱前后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图，
要求考生从古代经济的发展变化
看待城市规划的变化。 第18题以
“近代工厂之父”阿克莱特的成长
经历为线索， 展现工业革命大潮
中个人拼搏进取的历程， 以此考
查考生对工业革命的把握和理
解， 以及对时代与个人关系的认
识。同时，“二卷”考查了考生综合
运用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
证的方法，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
做出合理解释的能力。

生物试卷第15题， 引导考生
站 在 国 家 安 全 防 御 体 系 建 设
的高度， 综合分析重大疫病、生
物多样性、 全球气候变暖等相关
问题。

从综合的视角认识地理事物
和现象是地理思维的重要内容，

地理试卷注重综合性， 考查学生
掌握地理思维能力。如第7题由已
知的地理现象寻求相关影响因
素， 考生要通过对当地降水的分
布， 运用时空综合思维推测该次
降水由台风所致，体现以“果”求
“因”的逻辑思路。第10题借助某
国1998年和2018年社会经济主要
数据表，从就业人口、城镇化率等
不同方面描述区域的发展变化，
要求学生有效提取和处理数据，
客观分析区域发展现状， 形成对
区域未来的判断。

特点2：结合时代发展
创设真实情境

今年的高考命题更加注重结
合时代发展， 围绕社会生活中的
主题选材， 创设真实的学习探究
情境，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现
实问题， 厚植爱国情怀。“两耳不
闻窗外事” 的学习模式早已远去
不复返。

比如物理试卷第3题以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为背景， 考查考
生对科技前沿和科技知识的了
解。第5题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命名的 “天问一号” 为背景材
料，考查应用万有引力定律、第一
宇宙速度、 第二宇宙速度等知识
解决发射速度及火星表面重力加
速度的问题， 引领考生关注国家
航天事业的发展。 第17题以无人
机释放包裹为情境， 考查包裹落
地的距离、速度并写出轨迹方程。
第20题以高速列车的制动系统和
制动过程为背景， 引导学生学会
依据合理简化和模型简化， 并理
解日常生活中复杂的技术问题。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高
级教师李岚、 北京中学高级教师
张莉等人点评， 思想政治试卷围
绕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北京冬奥
会、国家和社会治理等重大主题，
通过 “饮料行业的结构变化”“不
同市场的菜价差异” 等紧密结合
社会实践的情境， 有机融入育人
要求。 如第17题以市发改委网站
刊登的“价格监测”信息为背景，
要求考生推测商品批发价和零售

价的差异、 农贸和超市零售价差
异的经济原因， 需要考生运用分
析与综合思维方法作出科学阐释
与论证。 第18题以政协委员在义
诊中发现的因病致贫实例撰写提
案为情境， 考查考生参与社会公
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李伏
刚、 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王哲介
绍，化学试题设置了图文并茂、形
式多样的问题情境， 考查考生多
个知识内容、多方面能力。如第9
题以近期科研人员对雾霾微颗粒
中硫酸盐生成的转化机理的研究
成果为素材，从化学的视角关注环境
污染和治理的社会问题； 第17题
研究回收废旧CPU中的单质金、
银和铜， 认识垃圾分类回收的意
义，运用化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是研究历
史的动力之一， 历史也为现实提
供了诸多借鉴和参考。 人大附中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李晓风，北
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高级教师郭
井生，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
教师赵文龙等名师点评， 历史试
卷以学习探索问题情境为载体，
体现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 如第
20题要求考生运用丝绸之路、新
航路开辟等历史知识，对“今天世
界茶的两大发音系统” 现象作出
合理解释。第5题以王安石变法中
的具体措施为载体， 考查救荒扶
贫的措施。 第10题以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应对自然灾害、 公共卫生
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为例，突
出法制建设成就。

生物试卷的第11、15、17、21题
等利用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生物安全形势、 粮食安全和温饱
等国计民生问题， 引导学生关注
实践。 全球发生的新冠疫情是生
物教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试题从
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高度着眼，
引导考生理解生物安全对保护人
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
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北京教育科学院基础教育教
学研究中心教研员陈红、 高振奋
等专家点评 ，地理试题关注社

会生活热点， 引导学生将地理学
习与生活、社会发展相联系，在真
实情境中运用地理知识和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 比如高铁建设助力
西部地区脱贫致富、莱州湾发现亿吨
级石油资源、东北振兴战略等，展
现我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特点3：设问多层设计
考查创新能力

今年物理试卷的题型结构、
题目数量有所变化， 试题设问有
梯度，体现出创新性，考查考生灵
活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避免繁偏怪试题。比如第13题
选取考生熟悉的牛顿摆实验，但
设问角度有创新， 鼓励考生摆脱
思维定势的束缚。

化学试卷同样如此。 试题创
新情境与设问， 突出对思维过程
的考查，具有变中求稳、变中出新
的特点，特别注重内在的逻辑性，
灵活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
素养。

历史试卷注重选择性和开放
性，以此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如
第17题要求考生在五个要求中选
取三个。 第19题要求考生评析十
三行的兴衰， 给考生提供了一定
空间。多位名师认为，考生需要自
己选取解题思路和方法， 将所学
知识进行迁移整合， 得出新的历
史认识。 这样的试题更贴近北京
中学生实际， 有益于展现其创新
的内在潜质。

生物试卷非选择题的考查梯
度呈现明显变化。 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特级教师荆林海、乔文军，
潞河中学正高级教师马九林等专
家认为，试题的递进式设计，既引
导师生重视基础， 又通过问题由
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设计，有效考
查考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
样思考。

地理非选择题第20题讲述奥
地利某村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
引导学生从微观故事入手， 抽象
出地理模式， 用专业视角分析地
理现象和问题。 创新性强， 是地
理试卷中图文信息最丰富的试
题， 体现地理学科素养的多维度
考查。

□本报记者 任洁

今年是北京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年， 语文、 数学、 外语 “3” 门统考科目加 “3” 门选考科目成绩共同构成总
成绩， 其中考生需要在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6门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 这
6门科目的命题特点折射出日后北京高考试卷怎样的走势？ 午报记者第一时间邀集一批北京名师进行了深度分析。

【学生反应】

7月9日上午， 走出物理考场
的西城区一名女生看到来接的家
长， 不禁抱住母亲眼圈一红，“太
难了， 好些题都没见过， 悬了悬
了 ”。她的母亲连声安慰 ，劝孩子
放下包袱继续备战。当天下午，在

西城区新街口附近一考点外 ，结
束考试的考生有的和同学边走边
聊“还行，和一模难度差不多”，有
的步履轻松， 也有个别考生埋头
走路，见到家长一句话也没说。

高三家长群里这两天都在热

议试题，看到有人抱怨题出难了，
马上就有几个家长连声附和 ，一
片唉声叹气； 有的家长开心地透
露孩子说题目很简单， 也有人表
示赞同， 吸引其他家长前来 “取
经”。他们的情绪似乎还传染给高

二家长和学生， 有的家长到处打
听今年的考试难度、考生反应，有
的提前到考点门口观察， 有的学
生不用父母出马，干脆自己去“踩
点 ”，既为师兄师姐打气 ，也顺便
了解一下他们的答题情况。

【名师分析】

几家欢乐几家愁

新高考将更重视综合能力考查

【特色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