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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分析
2020年全国II卷物理试题中规中

矩，但稳中有变，难度略有增加。整套
试题计算量加大，实际情境类问题增
多，凸显了试卷对学生的理解能力、推
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
物理物体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重视。

2020年全国II卷物理试题稳定的
地方在于所考查的物理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及责任的核心
素养没有变化，知识、题型、模型都是学
生平时熟悉的，知识点分布均衡、力学、
电学分值均衡，没有新知识、超纲知识
的考查，中规中矩，试题突出了对中学
物理主干知识的考查，突出了对学生基

本能力的考查，对中学物理教学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而变化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变化体现在考查方法上，问题
架设有所创新。以14题为例，物理学史
不再是生硬的考查哪个科学家发现哪
些规律，而是通过对高频焊接机的工作
过程的描述，考察学生对电磁感应的理
解，与以往物理学史的考查方式相比，
变得更能体现物理作为应用科学的特
点，更利于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
育。

其次的变化体现在“物理情景的生
活化”的比例增加，选择题14、16、17、
18、19、选修3-3部分，都是实际生产生
活情景的再现。这需要学生能通过阅
读，将生产生活情景与所学物理知识建
立起联系，不再将物理知识局限于小
球、小车、小木块，更加体现物理与实际
生活的紧密联系。

最后的变化体现对应用数学解决物
理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今年高考题
目中所给数据愈发真实，不同于以往的
为便于学生计算刻意编造数据，例如
18、22、25题对计算能力要求都比较
高，而20、24、33题，不仅要求计算能
力，还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对称思想、矢
量合成思想、小量计算思想、数形结合
思想等常用的数学思想。

二、学习建议
对高一和高二的同学们提出如下物

理学习建议：
1. 了解物理概念、物理现象，熟练掌

握物理学中核心概念及专有名词。
2. 加强数学能力的培养，将数算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物理学是一
门精密科学，与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物理学的发展史看，物理学的发展是
离不开数学的，不论是在学习物理的过
程中，还是应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或多或少总要进行数学推导和数
学运算。处理的问题越高深，应用的数
学一般也会越多。凡是中学阶段学到
的数学，如几何、三角、代数、解析几何，
都可能成为解高考物理试题中的数学
工具。

3. 加强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处理能
力。物理学是探讨物质结构和运动基
本规律的学科，它注重对物质世界基本
规律的探索，绝大多数物理试题其实就
是对实际问题的抽象和模型化，以此来
考查学生能否应用学到的物理知识来
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平时学习中应
认识到物理与生产、生活和科技是密切
联系的，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与学科能
力，具有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释和解决
现实生活和科学技术中的问题的能
力。物理学科看起来题型千变万化，但
物理规律却是简洁明了的。同学们要
多多练习学以致用，锻炼透过现象看本
质的能力，而这，也是物理学最大的魅
力所在。

一、试题评价与分析
2020年高考全国II卷生物学科试

题难度适中，试题形式和命题风格在保
持稳态的基础上，充分对标“一核、四
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在核心功能
上，体现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
学；考查内容上，突出了必备知识、关键
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考查形式
上，强调了试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和创新性；考查范围上，落实了生物
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
的学科核心素养。

以下为对2020年高考全国II卷生
物学科试题的具体评价和分析。

首先，试题在命题导向上关注热点
问题，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态文明建
设。

①关注社会热点，突显社会责任
新冠疫情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社

会热点话题，各学科都会从各自学科特
点出发，设置相关考查试题。生物科学
更是如此，新冠病毒属于病毒，具有与
细胞生物完全不同的组成结构和生命
历程，命题角度丰富，考生大都做过相
关的试题。选择新冠病毒作为高考理
综科目的第一道题，让学生产生熟悉
感，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稳定学生的紧
张情绪，有助于考生快速进入考试状
态。

2020年全国II卷选择题第1题，从
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生命观念立意，将
能引发肺炎的病原微生物新冠病毒和
肺炎双球菌在遗传物质、遗传信息传
递、作为抗原引起机体免疫应答等方面
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以生物学视角
加深对新冠病毒致病方式和防治措施
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②倡导健康生活，发挥育人功能
生物学科与生活联系密切，将高考

试题与考生的生活体验有机地结合起
来，可以更好地指导生物学科教学，充
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

2020年全国II卷选择题第2题考
查自身免疫病，选项中出现了四种疾
病，分别是艾滋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动
物毛屑接触性鼻炎和抗维生素D佝偻

病，其中艾滋病、类风湿性关节和抗维
生素D佝偻病在高中生物教材中都有
所涉及，动物毛屑接触性鼻炎教材中没
有介绍，但从字面分析以及结合题干要
求和其他选项，并不会对答题造成太大
的干扰。

非选择题第31题结合剧烈运动时
机体会出现的生理变化和真实感受出
发，考查肌肉酸痛感的生理原因，运动
过程中胰高血糖素维持血糖平衡的调
节方式，以及运动大量出汗后补充电解
质以维持内环境稳定的方式，引导学生
注重体育锻炼的科学性。

③结合环境问题，突出价值导向
环境问题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环
境保护，近年来高考试题非常重视引导
学生关注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倡导可
持续发展理念，提升生态意识。

例如，选择题第6题，以三角洲形成
的过程为载体，考查群落演替的同时，
引导学生思考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
响。选修部分第38题以植树造林、“无
废弃物农业”、污水净化等运用生态工
程原理进行生态修复的实际案例，传达
生态修复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地位，强
调修复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凸显生物方
法处理污染的优势，突出生态文明建设
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二，在考查内容上关注基础和知
识细节，突出试题综合性和创新性。

在2020年全国 II卷中，核心概念
和基本方法的考查依然占据了最大比
重，但在具体的考查形式上却又兼顾了
基础性和创新性，特别关注知识细节。

例如选择题第4题，核心考点为染
色体组的概念，知识细节为常染色体和
性染色体的区别；学生如果忽略了不是
所有生物都有性染色体的问题就非常
容易选错。这两个问题都是基础性问
题，但本题的创新之处就是将两个看似
无关却又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进

行考查。
选择题第5题核心考点为植物细胞

失水和吸水的原理，创新之处是区分了
质量浓度和物质量浓度。考生只有关
注了题干中给出的浓度单位，才能正确
做出选择。在教材中像这样的容易被
忽视的知识细节还有很多，教师在教学
中要积极带领学生进行挖掘，并在模拟
题中有所体现。

第三，从能力要求上立足生物学科
本质，突出实验探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

作为一门实验学科，实验设计和实
验分析生物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高考
对实验探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考查力度是在逐年加大的。

选择题第3题是对教材基础实验的
考查。不同实验目的需要选择不同的
实验材料，此外，还需要不同的方法进
行检测，有人可能认为这些都是基本知
识学生不需要进行记忆，在进行实验操
作时，只要能够按照流程操作即可，其
实不然，因为只有熟练掌握基本操作，
明确实验原理，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更
复杂的实验显现进行分析和评价，以及
进行独立的实验设计。例如非选择题
第30题两次出现原因分析，都属于基
本实验原理对批判思维能力的考查。
第37题虽然是选修，但是第1小问属于
必修中的实验原理考查；第3问作为试
卷中唯一一道图像考查的题目，在重点
考查图像分析能力的同时，也要以影响
酶活性因素为基础。选修部分第 38
题，则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
在已有实验方案的基础上创新解决真
实问题。

2020年高考全国II卷生物学科试
题难度适中，特别是对多数考生来说难
度较大的遗传题，也属于中规中矩。整
体上看，考查内容和试题形式都与以往
高考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并
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细节，合理设置试
题情境，充分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服
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二、学习建议
高二年级上学期要完成必修部分

的学习，参加学业水平考试。下学期将
要部分或全部完成选修部分的学习。
高三则要全面进行高考复习。针对不
同教学阶段的学习任务不同，王老师为
新高二和新高三的同学们提出如下学
习建议。

1.对新高二学生的学习建议。
（1）关注基础知识，重视核心概念

落实
生物学科是一门概念学科，涉及的

名词、概念较多。建议同学们注意对概
念的分解。将复杂的知识拆分成小的
知识单元。然后进行重构。对于核心
概念要学习利用关键词。

（2）关注经典实验，体会科学思维
方法

生物学科又是一门实验学科，有许
多经典实验。有一些可以动手操作，例
如必修3中的种群密度调查，丰富度调
查；选修1的大部分实验。这些一定要
认真去做，明确实验原理，体会实验设
计的巧妙之处，最好能结合实际情况对
实验操作进行改进。选修3的实验不适
合高中阶段进行操作，但通过对实验原
理、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的分析，都能
有助于培养科学思维意识和科学创新
精神。

（3）学以致用，注意联系生活体
验。生命活动的调节过程是必修3的学
习重点和难点，神经、体液和免疫调节
过程和人体健康息息相关。从自身的
生活体验出发，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解
释各种生命现象，才能更好地提高学习
兴趣，做到事半功倍。

（4）关注环境问题，提高社会责任
意识。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生
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比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更为人们所关注的，关系到国
计民生的大问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要关注生态问题，培养环保意识。

（5）注意知识联系，建立知识网
络。在学习必修3的时候要注意与必
修1和必修2的联系，在学习选修的时
候要注意与必修的联系。知识是普遍
联系，触类旁通的。不能割裂的，单独
地学习每一个单独的知识板块。不断
生长的知识才是活的知识，建立系统
的知识网络能够起到更好的学习效
果。

2.对新高三学生的复习建议。
高三同学即将进入系统的高考复

习。在进行复习中一方面要重视课
堂，不能因为不是新课讲授就不重视
课堂学习，通过复习，可以发现之前学
习时的知识漏洞，同时建立知识网络，
实现知识细节点线面体，多维度，全方
位地落实和强化。在复习时，要注意
发现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所谓知识内
涵就是关注每个知识点的细节，知识
外延就是模块内部以及模块直接的联
系。

（1）回归教材：
高三复习，一定要重视对基础知识

的全面落实，注意回归教材，有条件的
同学建议除了关注现行教材外，也可以
适当关注新版教材。 (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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