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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2018年高考北京卷命题综述渊理综冤
北 辰

化 学

一尧素材紧密联系实际袁突出学科在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试题背景材料丰富尧新颖遥 既有我国科技领域
取得的瞩目成就袁又有我国科技人员的最新研究成
果曰既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艺袁又有面对能源
危机提出的解决之道遥 符合相关的新课程基本理
念遥如袁第 6题素材为我国重大科技成就袁在辨析化
学变化中感受科技力量袁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遥第 9题素材是具有特殊性能的一种芳纶纤维高
分子材料袁考查高分子与单体的内在关联袁考查结
构决定性质的学科思想遥 第 25题素材为具有广泛
用途的 8-羟基喹啉的有机合成袁 考查信息关联能
力与逻辑推理能力遥 第 26题素材为磷精矿制备磷
酸的实际工艺袁综合考查化学反应原理的理解与运
用能力遥第 27题素材为含硫物质热化学循环袁该循
环能有效实现太阳能的转化与存储袁其研究思路对
解决能源问题具有战略意义遥
二尧试题情境侧重化学实验袁突显学科

特色

试题中化学实验内容多袁或根据实验现象进行
微观探析袁或根据原理解释分析实验现象袁或应用
原理分析评价实验方案袁或依据实验目的设计实验
方案等遥 如袁第 9题呈现四组化学实验中物质颜色
的变化袁引导考生通过宏观现象的辨识进行微观反
应原理的分析遥第 11题展示 Na2SO3溶液 pH的测
定实验袁将 Na2SO3的还原性尧SO4

2-离子的检验以及
盐的水解平衡等相关内容有机融合考查遥 第 12题
以教材中野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冶实验探究素材
为基础袁呈现 3组实验袁引导考生思考反应原理与
实验设计意图遥第 27题展现多组对比实验现象袁揭
示催化反应分步速率对总反应速率的影响情况遥第
28题以 K2FeO4的制备及性质验证为情境袁既考查
物质制备的基础化学实验能力袁又考查物质性质探
究的实验方案设计能力遥
三尧设问注重证据推理袁突出思维逻辑
试题注重证据获取与证据分析的设问袁 注重

思维逻辑的探查遥 如袁第 11题 Na2SO3溶液的 pH
随温度变化的结果与考生已有认知相悖袁 需要依
据反应原理并关联物质性质袁 运用逻辑推理确定
影响因素遥 第 12题的实验淤尧于尧盂有内在逻辑关
系袁只有具备严密的思维逻辑袁才能把握实验设计
意图袁进而得出正确判断遥 第 25题给出有机合成
中物质组成尧结构及反应类型等信息袁需结合所学
知识袁在前后关联中进行逻辑推理袁确定未知物质
和反应遥 第 26题中袁有机碳脱除率与反应温度和
过氧化氢浓度两个因素有关袁需要对野温度对有机
碳氧化的影响尧 温度对过氧化氢分解的影响以及
过氧化氢分解对有机碳氧化的影响冶 等多重因素
进行辨证分析袁 才能找到符合实验事实的逻辑关
系遥 第 27题在探究分步反应速率与总反应速率关
系中袁 突出考查实验现象与结论之间的证据推理
思维过程袁以及逻辑关系遥
四尧关注个体差异袁信息呈现有利于考生

展示思维

试题通过文字尧符号尧数据尧曲线尧微观变化示
意图尧工艺流程框图以及物质制备装置图等多种信
息袁提供多种思维起点和不同思维路径袁以利于考
生从不同角度切入分析袁 从不同思维路径获取结
论遥 如袁第 7题以微观图示和化学符号两种方式表
示物质的变化袁考生可选取自己习惯的信息提炼方
式展开作答遥 第 25题的 8-羟基喹啉的合成路线
中袁给出了几乎所有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式或结构简
式袁给出了几乎所有转化的反应条件或反应类型袁
考生可选取不同物质尧不同路线进行分析推断遥 第
26渊3冤题中的陌生方程式的书写袁既可以从元素守
恒角度推导得出袁也可根据第渊2冤题所给方程式类
比迁移后书写完成遥

总之袁化学试题平和中有新意袁体现了基础性尧
综合性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命题要求袁体现了基于核
心素养的命题导向袁 较好地实现了育人功能和人才
选拔功能袁发挥了对中学化学教学的导向引领作用遥

一尧落实立德树人袁聚焦社会责任
试题紧密围绕野立德树人冶的根本

任务袁以生态环保尧粮食安全尧健康医疗
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创设情境袁让考
生基于生物学认识袁以造福人类的态度
和价值观袁积极运用生物学的知识与方
法袁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袁树立
社会责任意识与责任担当袁培养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如袁第 31题以我国某大型水库进行
生态综合治理实践的真实案例为情境袁
在考查生态学基本知识的同时袁 重在让
考生利用所学提出切实有效的修复与保
护水体环境袁 同时增加渔业收入的具体
措施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袁
切实树立并践行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冶的重要理念袁为建设美丽中国出谋划
策袁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遥

二尧关注创新精神袁服务人才选拔
试题依据叶考试说明曳中对学科创

新能力的要求设计问题袁考查考生的创
新能力与创新精神遥

如袁 第 29题以在国际权威期刊最
新发表的癌症防治研究成果作为背景袁
让考生提出科学假设袁设计实验进行验
证袁 并展望该研究成果潜在的应用价
值遥 在考查考生创新思维尧创新能力的
同时袁也展示了考生的创新精神遥

三尧关注实践能力袁助力人才培养
试题无论是在背景选材还是在问

题设计上袁都突出了野实践冶环节遥 以农
业生产尧癌症防治尧保水渔业等不同情
境袁考查考生独立思考袁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尧解决社会生产尧科研实践中具体
问题的能力遥

如袁第 30题围绕严重危害我国粮食
生产安全的稻瘟病治理的真实问题袁引
导考生将所学知识迁移转化袁从种植方
法和育种策略两方面提出具体建议遥 试
题检验了考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袁将所学
知识融会贯通尧学以致用是解题关键遥

四尧促进回归课堂袁引导夯实基础
试题体现了回归课堂的理念袁注重

对主干知识尧课堂实验的考查袁有利于
增强考生在考试中的实际获得感遥 试题
按新能力要求框架更加精准地设计思
维考查层次遥 有关推断论证的设问侧重
考查必备知识的灵活迁移袁前景展望和
措施建议等问题的答案源于教材又高
于教材袁开放性设问为不同层次考生搭
建了展示的平台遥 这样的试题设计袁考
查能力分层袁摒弃低效重复野刷题冶袁引
导考生夯实基础遥

如袁第 1~3题袁第 29渊1冤题尧第 30渊1冤
题尧第 31渊1冤耀渊3冤题等均是对主干知识
和基础能力的考查袁引导考生对核心基
础知识学会尧学精尧学透遥 第 4题引导中
学重视实验教学袁让考生在实际操作中
加深对学科知识和原理的理解遥

五尧促进对接课标袁引导培育素养
今年是国家课程标准修订后的第一

次高考袁为确保考试评价由野三维目标冶
向野核心素养冶平稳过渡袁促进试题由野能
力立意冶与野素养立意冶顺利对接袁通过背
景渗透袁设计具体问题袁探查考生的科学
思维方法尧自然观和世界观袁以及对待社
会实际问题的正确态度和责任担当遥

如袁第 1尧2尧3尧30题着眼于考查科学
思维与生命观念袁第 4尧5尧29题突出体现
科学探究袁 第 31题重点关注社会责任遥
尤其是三道非选择题在考查知识的同
时袁沿思维能力主线渐次展开袁能力考查
层层深入袁 最终落点均在解决社会关注
的现实问题上遥 让考生从解题变为解决
问题袁 进而培养做事的科学态度与做人
的责任担当遥

六尧促进终身学习袁引导重视累积
生物学科将考查考生科学素养尧促

进考生终身学习作为总体考核目标袁充
分体现了考试的育人导向与教育价值遥
科学文本理解尧非连续文本阅读等能力袁
是终身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袁 试题对此
进行了适度探索遥

如袁 第 30题通过水稻与稻瘟病的故
事袁让考生在解题的同时袁发现水稻与稻
瘟病菌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野军备竞赛冶遥
这样的内容既可提高考生阅读兴趣袁产生
学习的内在动力袁又引导考生感悟生物进
化与适应的复杂关系袁加深对生命观念的
理解遥 对试卷中的示意图尧数据表与实验
流程图尧电泳结果图尧柱形图等袁考生要结
合文字阅读才能准确作答袁展示出在基础
教育阶段相关能力的积累遥

一尧命题理念稳定
1.回归学科本质袁注重对学科思想

方法的考查
试题加强对基本概念尧规律的深入

理解的考查袁对简单问题尧熟悉情境的
物理本质的深入分析袁以及对学科思想
及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袁考查考生的关
键能力和学科素养遥 试题考查考生的思
维袁而不是记忆曰要求考生理解问题袁而
不是依靠记忆及程式化思维答题曰考查
考生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袁而不是
剥离实际情境野解题冶的能力遥

2.回归中学教材袁注重从教材中提
取素材

试题注重从教材中选取素材袁考查
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
用袁引导中学教学回归到以教材为基础
的教学遥 客观题有过半数源于教材袁主
观题前 3道和第 24 渊1冤 题也都源于教
材遥 它们或源于教材中的正文袁或源于
教材中的习题袁对两个版本教材均有涉
及袁兼顾了考试公平遥

3.回归中学课堂袁避免繁题怪题
试题大气温和袁回归课堂袁涉及的

物理情景常规简单袁 语言表述清楚袁逻
辑清晰袁没有繁尧偏尧怪题袁题设条件交
代到位袁设问明确袁让考生能清晰地理
解题意遥 不针对考生的认知习惯设置思
维陷阱袁即使有难度也是难在思袁而不
是难在语言叙述遥
二尧试题立意宏大高远袁能力考

查宽广融通

1.体现物理学的普适性和统一性
物理学逻辑结构的特点是具有统

一性袁其各分支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联

系袁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遥 表面看无关的
情境在物理学中可以找到内在关联遥
如袁第 17题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为背
景素材袁引导考生思考如何检验野使月
球绕地球运动的力冶与野使苹果落地的
力冶遵循同样的规律袁在思考中体会物
理学的普适性和统一性遥

2.突出对学科核心概念的理解
试题突出对学科核心概念的考

查袁如能量观点尧场的概念尧势的概念
等遥 如袁第 24 题从点电荷电场线起源
于点电荷尧延伸到无穷远的物理图像袁
逐步深入袁 引导考生领会其中蕴含的
野电场强度与对应球面面积之积冶是一
个守恒量遥 在此基础上袁延伸到同一球
面单位面积接受的来自天体的电磁波
功率与望远镜球面大小有关的思想袁
引导考生理解地球上不同口径的望远
镜观测同一天体其接收的功率应该与
它的接收面积成正比噎噎试题巧妙设
计袁 逐步引导考生领悟守恒思想和理
解场的概念遥

3.体现对学科思想方法的领悟
物理学的定量本质袁决定了它曾经

是很多数学问题和方法产生的根源遥 第
21渊4冤题以利用某段时间的平均速度求
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为素材袁考查考生
对极限思想的理解遥第 24题则要求考生
类比点电荷的电场分布模型袁建立天体
辐射电磁波的球体模型袁突出考查了考
生模型建构及模型类比的思想遥

4.创新试题呈现形式袁丰富素材选
取范围

贴近时代袁呈现国家建设的伟大成
就遥 第 24题以 FAST为背景素材袁考查
考生通过新情境获取信息袁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袁提升考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遥
追本溯源袁 反映人类科学思想及物

理学科的发展历史遥 伽利略斜面实验是
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验遥
第 21渊5冤题以此实验为背景袁考查考生对
实验原理的深入思考袁 进一步领悟将实
验和逻辑推理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遥

联系实际袁 突出对科学探究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考查遥 第 20题即以野落体偏
东冶现象为素材袁充分考查了考生对质点
运动学相关物理概念的深入理解袁 引导
考生结合对称性思想理解抛体问题的运
动过程和物理图像遥

5.创新实验能力考查袁将实验操作
与理论思考融合

在强调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考查的同时袁继续把对实验能力的考查
摆在突出位置遥 试卷涉及 4 个学生实
验袁 涵盖 1个力学实验尧2 个电学实验
和 1个光学实验遥 通过对实验的考查袁
把基于实验原理的实验设计尧 操作尧数
据处理以及结果分析的内在逻辑考查
出来袁 引导中学带领学生认真做实验袁
深入思考遥
三尧稳定难度袁优化结构袁积累

经验

试题力求将难度稳定在往年的水
平袁 以引导考生按照兴趣及特长选择选
考科目袁 而不是受科目难度影响进行功
利性选考遥

在把握试卷总体难度稳定的前提
下袁通过优化试题难度的梯度分布袁探索
不同难度梯度对考生的区分情况袁 以期
实现对全体考生更加准确合理的层级区
分袁 为即将到来的等级考试提供可供参
考的数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