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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合理
难度与去年相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文科数学备课组长吴忠伟分析，
今年文科数学试题关注高中数学
重点内容的考查，比如函数、解析
几何、 立体几何等内容仍然占主
要位置， 题型分布与去年全国卷
大致相同， 梯度设置合理， 难度
相当。

选做题的难度稳中有降，近几
年一直考察的数列解答题改为考
解三角形，难度不大。

立体几何解答题除了出现圆锥
侧面积的信息比较少见以外， 保持

以往的考试方向， 考查平面与平面
垂直证明以及三棱锥体积计算。

继续加强考查数学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 比如在第 3 题中提供了埃
及金字塔背景， 第 17 题概率统计
题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背景新颖，
信息量较多，需要仔细读题。

考查学生空间想象核心素养
能力则在第 12 题以球为载体来体
现，属于经典考题。

备考建议：
勿以刷题代替思维培养

他总结 ， 今年的命题传承经
典，立意创新 ，不以繁琐障目 ，简短
精悍，在微小处见真章。 目前，在一

小部分课堂教学中 ， 教师一言堂 ，
以刷题记忆代替思维的培养 ，不利
于提高学生适应新高考的能力。 他
表示 ： “要把数学的来龙去脉讲慢
讲细 ，要把学生的思考积极性调动
起来 ，给予试错的机会 ，培养钻研 、
不怕困难的精气神。 “

此外 ，在今年文理科数学卷的
比较中 ，虽然选择题部分有 4 道题
相同 ，填空题有 1 道题相同 ，解答
题部分的解析几何压轴题 、选做题
在文理科数学卷中相同 ，但文理科
数学卷差异仍然较大 ，这说明今年
全国卷还没有给出 2021 年文理科
数学两卷合一的
命题方向上较为
明确的启示。

名师分析今年高考试卷及未来教学趋势———

素养为王多读文史哲经典
7 月 7 日，高

考语文、数学考试
结束，广东学子作
答的全国 1 卷有
何变化和新颖题
型？ 体现出哪些应
考和教学趋势？ 羊
城晚报记者邀请
名校名师分析解
读。

不能以刷题代替思维培养
语文：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语语 文 稳中有变
素养为王

选材范围大大拓展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语

文科组长袁伟军分析，今
年的语文全国 1 卷有两个
鲜明的特点： 稳定与创新
并举、思想与素养并重。

与去年全国卷相比，
今年试卷结构基本相同，
均为 22 道大题， 分设四
大板块。

选材、题型有创新。 选
材范围大大拓展， 论述类
文本阅读从伦理学的角度
选材， 节选的是汤一介
《“孝” 作为家庭伦理的意
义》，突破了去年文学评论
的选材范围； 小说节选了
海明威的《越野滑雪》，突
破了近几年文学类文本选
取中国小说的惯例； 诗歌
选取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
的唱和诗， 一改近几年诗
歌考查选名家非名篇的陈
规； 作文选材是“管鲍之
交”的历史典故，也突破了
近几年高考试题选取热点
新闻、 重大主题时事的限
制。 以上都印证了“高考试
题选材范围将大大拓展，
长度和难度均有所增加，
引导学生多读书、 扩大阅
读面”的理念。

设问方式力求创新
今年“语言文字运用”

部分， 将去年的 19 题语
句连贯题改为标点符号
题， 考查破折号的作用。
同时在设问方式上，做到
了“巧问”创新。如实用类
文本阅读第 6 题要求学
生分析国家投资新基建
与抗击疫情的关系；文学
类文本阅读第 8 题要求
考生结合上下文，分析对
话者的心理；第 9 题要求
运用海明威的“冰山理
论”简析小说的情节安排
及其效果。 这些设问方式
都是联系文本或社会现
实做出的精巧设计，对那
些习惯模式化备考，不懂
得能力迁移的考生无疑
是一大挑战，将能更好地
区分不同层次的考生。

思想与素养并重
综观今年全国 1 卷，

非常强调对优秀思想的传
承借鉴： 不论是论述类文
本讲述“礼”的制度化，具
体论述“孝”在家庭伦理中
的深刻内涵； 还是海明威
的《越野滑雪》中强调的
硬汉精神和冒险意识，抑
或是作文材料选取“管鲍
之交 ”的历史典故 ，对历
史人物结合当下语境进
行评说，都具有深刻的思
想意蕴。

同时，更加重视对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

把核心素养的考查融入
到各类试题中。 如论述类
文本侧重考查学生的思
维发展与提升；文学类文
本侧重考查审美鉴赏与
创造；古诗文侧重考查文
化传承与发展；语言文字
运用侧重考查语言建构
与运用；作文则对四大语
文核心素养进行整体考
查。

备考建议：
跳出语文看语文

袁伟军认为 ， 语文老
师 要 从 备 考 的 经 验 主 义
惯常模式中解脱出来 ，以
跳 出 语 文 看 语 文 的 视 角
来备考语文 ，过去那种模
仿 前 几 年 题 型 机 械 训 练
的备考模式应有所调整 。
要 加 强 学 生 阅 读 习 惯 和
阅 读 能 力 及 阅 读 技 巧 的
培养 ，特别是高一高二阶
段 ，要引导学生读几本文
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 ，为
语文素养奠基 。

与此同时 ， 教师还要
加强对学生阅读方法和技
巧的指导 ，如快读 、跳读 、
浏览 、略读 、精读 、点
评、 摘要 、
批注等 ，为
学 生 终 生
学 习
打 好
基础。

突出对知识理解能力的考查

题目大部分比较常规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科

科组长周建锋分析， 本次高考理科
数学整体难度不大。

学生考后反映， 选择填空基本
没有障碍，选择题压轴题是一道利用
函数单调性比较大小的题目， 通过构
造函数加上放缩法可以得出结论；填
空题的压轴题， 是一道立体几何多面
体展开的问题， 难度也不大； 解答题
中，几个模块的顺序依次是数列、立体
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综合、
选做题， 概率统计题对学生是一个考
验， 而解析几何的定点问题和导数的
恒成立问题是学生平常熟悉的类型，

基础扎实的学生是可以解决的。所以，
总体来说，题目大部分是比较常规的。

逐步向新高考理念靠拢
周建锋分析认为， 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试题没有出现如维纳斯、概
率与递推数列结合等比较偏的考
点，但也有一些有特色的题目。

如填空题的压轴题， 虽然难度
并不大，但与折叠问题相反，将三棱
锥沿侧棱剪开并展开，再由展开的四
个三角形其中的边角关系，求解某个
三角形的内角，将立体几何图形展开
与解三角形结合起来。周建锋说：“学
生要明白，每条侧棱剪开后对应的两
条线段长度是相等的，这样要求的三

角形的三边均可由其它三
角形对应的边演算出来，
从而由余弦定理，求出此三角形的内
角余弦值。 ”

选做题的坐标系与参数方程题
目也有一定的新意。 曲线 C1 的参数
方程出现了正余弦的四次方， 虽然
难度也不大，但考生要懂得降次。

“本次考题，在阅读能力的要
求上有所降低 ，但在综合性 、应用
性以及跨学科等方面有很好的体
现，仍然突出了对知识理解能力的
考查。 ” 周建锋表示， 总体来说，
今年考题稳中有新，逐步向新高考
理念靠拢， 基本
反映出高考改革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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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新颖题：
羽毛球和金字塔

今年普遍反映， 数学两道题目
比较新颖：金字塔和羽毛球。金字塔
文数、理数考卷都有，羽毛球是理科
考生“独享”。

题目： 埃及胡夫金字塔是古代
世界建筑奇迹之一， 它的形状可视
为一个正四棱锥。 以该四棱锥的高
为边长的正方形面积等于该四棱锥
一个侧面三角形的面积， 则其侧面
三角形边上的高与底面正方形的边
长的比值为？

吴忠伟分析： 本题背景不复杂，
但是后两句话角度不同 ， 要反复读
懂 。 两句话都有 “正方形 ”，前一个
“正方形”是以高为边长，后一个 “正
方形”是指底面正方形。 两句话都有
“高”，前一个“高”是指棱锥的高，后
一个 “高 ”指的是侧面三角形的高 。
遇到这种情况时 ，应当注意区分 ，并
使用不同的字母来代替 ，避免混淆 ，
给解题带来阻碍。

题目： 甲乙丙三位同学进行羽
毛球比赛，预定赛制如下：

累计负两场者被淘汰； 比赛前
抽签决定首次比赛的两个人，另一人
轮空；每场比赛的胜者与轮空者进行
下一场比赛，负者下一场轮空，直至
有一人淘汰；当一人淘汰后，剩余的
两人继续比赛， 直至其中一人被淘
汰，另一人最终获胜，比赛结束。

经抽签， 甲乙首先比赛， 丙轮
空， 设每场比赛双方获胜的概率都
为 1/2。

（1）求甲连胜四场的概率；（2）
求需要进行第五场比赛的概率；（3）
求丙获胜的概率。

周建锋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学
生对随机事件各种可能性的分析 ，
结合概率演算的常用模式 （如算对
立面等 ）。 “近几年多数概率统计题
很少单纯考概率的计算 ， 今年采用
这种考法 ，是想降低难度 （放在了解
答题第三题 ），但由于学生对排列组
合模块基础并不扎实 ， 所以这道题
对考生的考验还是比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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