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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分析
全国II卷理综化学试题整体上是

稳中求变——题型变化较大，但试题难
度保持相对稳定。

充分体现了《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精神——以化学学科最新科研成果、社
会热点问题、日常生活、生产环保为背
景，创设客观、真实的试题情境，实现对
化学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核心素
养的考查，发挥化学学科独特的育人功
能，提升考试评价的积极导向作用，发
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同时，还体现
了中国的源远流长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选择题中传统题型：阿伏伽德罗常
数题、图表实验题、离子方程式书写、离
子浓度大小比较题型等没有出现，取而
代之的是以新型科学实践情境为素材
考查了化学基本知识。如第9题，第11
题，第13题等。

解答题在2019年的基础上重点考
查了电化学和电解质溶液的知识，没有

出现传统的化学工业流程题，化学实验
是以有机化合物（防腐剂——苯甲酸）
的制备为背景，考查了化学实验的基本
知识。

选考题仍然坚持以学术科研论文
情境，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下分析解决
生产实际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同时
也体现了化学的社会价值：能源材料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人体必需的维生素E。
（一）弘扬核心价值，发挥化学学科育人
功能

1、试题融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
识，展示化学价值，增强立德树人的时
代性。第26题以含氯消毒剂的合成、
反应及性质为情境，考查元素化学知
识，普及公共卫生中的化学知识，展现
化学科学的社会功能。

2、展示我国古代文化中与化学相
关素材，呈现传统成果，增强文化自信。

如第7题以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
的我国古代对胆矾性质的认识为情境，

考查学生对化合物性质的认识，让学生
了解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

3、展现化学学科最新成果，激励学
生为化学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

12题电致变色材料，13题新型储
氢材料，35题超强耐久性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36题维生素E的人工合成等前沿
研究成果为情境，考查学科基本知识的
基础，学生关键能力的基础上，体现了
化学学科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推动人类
社会的进步方面的贡献，激发学生学习
化学的热情。
（二）考核关键能力，体现高考内容改革
要求

1、丰富试题呈现方式，考查信息整
理能力。信息整理能力要求学生能对
大量、看似无规律的信息进行筛选、分
类、转换、归纳并形成新的科学、准确和
有序的信息。

如第9题展示了CO2对海洋生态
影响的原理图，第10题提供“吡啶是类
似于苯的芳香化合物”等含氮化合物的
结构与性质，学生只有掌握这些信息，
才能进一步书写符合要求的结构简式
或反应方程式。

2、精心设计问题，考查学科化的语
言表达能力。化学学科化的语言表达
能力是交流和展示理论学习成果、撰写
实验报告、发表科研论文的基础。试题
要学生利用化学专业术语准确表达思
考结果，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培养语言表

达能力。
二、学习建议
对高一和高二的同学们提出如下

化学学习建议：
1、注重基础——注重课堂，注重教

材
在平时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对基础

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实验操作、基本实验仪器的使
用等。【高考内容改革：回归课堂，回归
教材】

高中化学教科书分别以“科学史
话”、“历史回眸”、“化学史话”等方式设
置，在试题中展现已有理论或成果研发
时使用的仪器、方法及研究数据，可以
考查学生在真实的研究背景下的科学
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

2、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每一
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用语和解答问
题的习惯。用化学学科的思维习惯和
方法去阅读。要从宏观（大量粒子集体
表现）和微观（粒子自身结构）两个方面
去认识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化学反应的
规律，用变化的思想和平衡的观念去思
考化学问题。

3、学以致用——从化学视角认识
世界。化学是与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
等联系紧密的科学，要习惯于从化学视
角去认识我们的吃、穿、住、行等。

4、加强必考内容与选考内容的深
度结合。

化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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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英语全国II卷依托高
考评价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
进考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服务
于高校人才选拔和引导中学教改方向。
试卷选材围绕“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三大主题，选用贴近时代，贴近
社会，贴近生活且语言地道的素材，在这
些充分体现核心价值的生活实践情境和
学习探究情境下，强化对关键能力的考
查，充分体现了高考评价体系中的“一
核”、“四层”、“四翼”的总体考查要求。

试题分析
一、注重立德树人，促进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1. 融入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
语言知识运用的第二节语法填空，

讲述了中国农历新年时中国部分地区的
人们用橘子树、竹子以及梅花等装饰房
屋的习俗，促进考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入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
感。

2. 关注体育运动，倡导健康生活理
念

全国II卷短文改错讲述了欢迎外国
友人到中国学习武术，期待一起练习的
情境，引导考生关注体育运动，提高增强
自身身体素质的意识。

3. 渗透美育知识，引导考生发现和
践行生活中的真善美

全国II卷阅读理解A篇介绍英国某
湖区的文化类旅游景点；完形填空讲述
了一位父亲为了装点自己家的餐厅，在

拍卖会上购买了两幅画。多年后他的儿
子在学习了艺术鉴赏课之后对这两幅画
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是两幅名画而
且价值连城。通过这些语篇，激发考生
要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善于发
现美。

4. 树立劳动观念，宣传践行劳动精
神

书面表达设置了和同学们一起去农
场参加采摘活动的背景，让考生以“My
Weekend”为题介绍这次活动，在考查
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宣传劳
动精神，引导考生培养工作意识，体现了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

二、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强化关
键能力的考查

学科核心知识是考生形成关键能力
的基础，2020年全国高考英语II卷依然
没有放松对英语学科重点知识的考查，
例如英语知识运用第二节语法填空对于
时态，非谓语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等学科核心知识的考查在最近3年的考
试题中都有持续的呈现。与此同时，纵
观近3年全国II卷试题，对于推断、归纳
和总结等高层次阅读理解能力以及考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比
例有所增加，例如全国II卷第31题的推
理判断，第33题让考生猜测第三段中的

划线部分“an added meaning”的含
义，第35题让考生选择一个能准确表达
文章主旨的标题等，这类试题都要求学
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对材料
内容归纳概括并进行逻辑推理。

三、深化考试内容改革，打破固化
的试题形式

2020年高考全国II卷英语试题总
体难度与2019年相仿，体现出高考题

“稳”字当头的设计思想。但是在稳中求
变，求发展，例如近几年全国II卷的书面
表达都是让考生撰写书信或邮件以及通
知，而且李华也是固定的虚拟人物，但是
2020年高考全国II卷的书面表达李华
不见了，试题也从书信或通知变成了周
末和同学们一起去农场采摘活动的叙述
了。另外，今年的阅读理解文章体裁依
旧是应用文，说明文和记叙文，与前几年
高考英语语篇的体裁相同，但是2020年
高考却改变了它们的出现顺序，由原来
的应用文、记叙文和说明文变成了应用
文、说明文和记叙文。阅读理解试题的
设问方式更加聚焦于文中关键段、关键
句和关键词，干扰项也主要是从单一的
段落中选取信息设计，而不需要太多的
跨段落信息收集。听力试题不同部分中
试题数量的呈现方式也由2019年的5,
2,3,3,3,4变成了2020年的5,2,2,3,
4,4。

学习建议：
1. 适当增加听力练习的频度和难

度。听力练习首先要选好听力练习的材
料，听力材料的主播最好是高考听力的
主播，平时就让学生习惯他（她）们的发
音方式，语音语调和语速等，另外，听力
材料里最好有专项练习且练习形式要丰
富多样，其次要加强听力材料的讲解，尤
其是其中的一些语音现象（爆破，连读
等）的讲解和重现，最后适当增加需要经

过推理，概括，计算等方能得出正确答案
的听力理解题的比例。

2. 高度重视基础语法和单词短语
的夯实。基础语法尤其是时态语态，冠
词，形容词和副词，非谓语动词，名词，从
句等知识要创新训练方式，增加训练频
次和复现频率。督促学生熟练掌握单词
短语的基本属性即音、形、意、（词）性的
基础上，要增加它们的变形练习和考查。

3. 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思
辨能力是深层次的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
的能力，符合现代高考的考查方向。思
辨能力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语篇的深入理
解之上的，因此平时教学过程中要重视
语篇结构分析，长难句分析，以及根据文
本理解语篇背后要传递的情感态度的能
力培养。

4. 重视语篇阅读素材的拓展。在
教材提供的文本素材基础上，适当拓展
学生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满足各层
次学生的阅读要求，开阔学生的国际视
野和提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以及增强学
生文化意识都是大有裨益的。给学生提
供丰富的语篇素材，尤其是一些原汁原
味的地道的英语语篇，对于提高学生阅
读能力十分重要。

5. 重视书面表达能力的提升。学
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情，它是一个浸润的过程，需要将提升
书面表达能力的大目标化整为零，分解
成适合不同年段学生认知水平的小目标
分步骤实施，每个目标任务要设定合理
和明确，实施过程要扎实，不可操之过
急。书面表达是考查学生对于所学知识
的综合应用能力的，不是临考背几篇范
文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平时要熟练
掌握学科核心知识并反复应用，同时创
新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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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4版)
如何才能更好地回归教材呢？首

先是教材内容。可以从以下⑥个方面
着手。

①认真通读教材，边读边对自己进
行考查，特别是名词和概念必须记得准
确；

②借助“本节聚焦”栏目，检查自己
对每节课的核心问题是否掌握；

③对教材中的思考题和课后题进

行扫描，答案要完整，准确；
④关注教材中的图示，包括模式

图、概念图；
⑤关注教材中的实验，包括实验目

的，实验原理，实验材料、实验步骤和实
验结果与结论

⑥关注教材中的生物科学史。
其次，回归的方法。王老师给大家

提供两种方法。
①扫描式：按章节逐字逐句阅读教

材。不要忽略教材中的问题，包括正文
中的思考题、每节的课后题和章练习中

的问题。如果看不进去，也可以用荧光
笔划一遍书中的主要内容。

②任务式：先根据练习题中易错的
知识点列出任务清单，如实验、科学史
等。然后重点看教材中的细节，并标注
关键词，并进行记忆。

（2）知识整合：
注意进行知识整理，实验点到面，

从面到体的知识系统升维。
①对每一章的核心内容进行知识

整合，要能整理出知识网络
②对各章节中相关内容进行整合，

如鉴定各种物质所用的试剂及现象
（3）回顾错题：
做好错题整理，一定要用好错题

本。将以往做过的题整理好，最后能钉
在一起。把当时做错的题重新做一
遍。如果很轻松地做对了，证明自己的
复习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再次产生疑问
了，说明当时可能没有真正明白或者是
产生了遗忘。需要至少再看一边。关
于错题本可以参考王老师提出的“5步”
错题整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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