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重基础更重实际，变化已悄然发生

2020 年高考落下帷幕，有些考生走出考场后发出慨叹：“怎么物理会考察

这个知识点呢？”仿佛和之前备考的重点有所出入。实际上，随着新高考的临近，

物理命题的特点已经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提前认识变化规律，越有希望赢得高考

这场战役。

2020 年全国二卷高考理综物理试题，难度分布基本合理，显著特点体现在：

试卷结构、试题题型、以及每道小题分数的设置，连续几年保持稳定，难度系数

应该在 0.6 左右。

试卷整体考察物理基本规律、基本研究方法，更侧重对过程的理解。能力要

求（应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图像等）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继续与新课程

内容相衔接，重视实验，重视探究。不刻意回避已考过的知识点和题型，根据考

察目的，全新设计新情景，彰显素质教育的鲜明导向。

①知识覆盖面大，基础知识很重要。重视考察基础，采用学生的熟悉素材、

背景和语言，使学生运用熟悉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比如第 14 题考查物理学史，

第 19 题考查远距离输电相关知识。这些题目都是侧重对基础物理概念及物理规

律的理解，促进考生物理思维的形成。选修 3-3 部分，涉及分子间作用力的相关

知识；选修 3-4 部分，则考察了单摆实验。这些都对考生知识掌握全面性提出了

要求，体现了物理学科实验特性，关注实验探究与应用。

②重点考察主干知识，高频考点保持稳定。第 24 题考查带电粒子在匀强磁

场中运动，考查方式较为常规，第 25 题考查关联物体运动问题，涉及牛顿运动

定律、直线运动的考察，需要考生快速准确形成思路，明确两个物体运动的状态，



对考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注：第 25 题网上流出和之前市面上模拟题目一

致，后续结果考生可以观望，但本题不失为一道很好的题目）

③理论联系实际是不变的主题。可以发现物理命题中，第 16 题以摩托车越

野为背景，第 17 题 CT 扫描机背景的引入，第 33 题潜水钟设备的背景引入，能

够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魅力，同时这也衔接了新高考背景下物

理学习的目标。考生能否从生活实际案例中提取物理模型，发现物理规律，这是

解题的核心关键。

④稳中求创新，衔接新高考。知识点固定，但考察方式可以灵活。如第 18

题，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圆周运动，很多考生看到求解时间会关注圆心角或者弦

长的求解，但是本题如果通过弦切角的判断，则能快速得到答案，这是对考生是

否能够深刻理解物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综合考察，也是新高考未来的考察方向。

⑤估算能力要注意。第 18 题是关于核聚变反应的考察，需要求解标准煤的

质量。因为只需要大致结果，所以对于数据的估算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全国卷

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考察频率呈现上升趋势，需要引起之后高考考生的注意。

整体而言，2020 年全国二卷高考理综物理考点稳定，考察方式已悄然开始

转变，重基础重建模，整体难度中等。作为衔接新旧高考的命题，保障了整体的

平稳过渡。同时也提醒广大高中教师及 2021 届高考考生，在学习备考中要更加

注重基础，注重物理思维的培养以及物理规律的挖掘，侧重物理思维的整体提升。

作者：乔凯，有道精品课高中物理教师，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化学：双基考查稳中有变，传统为底适度出新



2020 年高考全国 II 卷的化学部分，在命题风格上延续了往年风格，知识点

基本覆盖主干内容，融合部分较高创新性的新情境类试题。试题整体难度不大，

仍以稳为命题主线。在命题的发力点上，继续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化学与科学、

技术、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旨在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生活、关心科技发

展中的化学问题，考查学以致用的科学素养。本卷试题多以实际生活、社会热点

为背景，创设真实情境，将多模块的基础知识和化学基本概念、方法、原理、思

想等有机融合，着重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考点与测试能力分布（2020 全国 II 卷化学）

题型
题

号

2020 年

考点
教材模块

考查形

式
测试能力

必考

部分

（选

择）

7

化学常识

（古诗

文）

《必修

一》元素

及其化合

物知识

定性分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

8 离子检验

《必修

一》元素

及其化合

物知识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

9
平衡移动

原理应用

《选修

四》化学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反应原理 息的能力

10

有机同分

异构体、

原子共

面、有机

物性质

《必修

二》有机

化学基础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

11
反应历程

分析

《选修

四》化学

反应原理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

12
电化学—

电解池

《选修

四》电化

学

定性分

析题、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13

元素周期

表—元素

描述推

断、物质

《必修

二》元素

周期表、

周期律

定性分

析题、

正误辨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性质推断 力

必考

部分

（简

答）

26

热点话题

——消毒

剂

《必修

一》元素

及其化合

物、实验

基础、《选

修四》电

化学

定性、

定量分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27

有机实验

——苯甲

酸的制备

《必修

一》元素

及其化合

物、实验

基础

化学实

验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28

反应热、

化学反应

速率、化

学平衡及

其相关计

算

《选修

四》化学

反应原

理、电化

学

定性、

定量分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选考

部分

35

电子排

布、电负

性、配位

数、杂化

类型、立

体构型、

化学键类

型、晶胞

计算等

《选修

三》物质

结构与性

质、《选

修四》化

学反应原

理

定性、

定量分

析题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36

有机化合

物的命

名、官能

团的名

称、官能

团的性

质、有机

反应类

型、同分

异构体

《选修

五》有机

化学基础

定性、

定量分

析比较

类型

接受、吸收、

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化

学问题的能

力

二、试卷特点解读

1、在教材基础上凸显主干



高考试卷具有选拔属性，其对考生的区分度体现在难中易三档试题的分配上，

而基础题仍然是整张试卷的命题底色。对基础性知识的考查，能够准确反映出学

生对化学基本现象、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等的理解深度是否足够、把

握程度是否到位。在整张试卷中，能够担负起鉴别考生基本主干知识、学科能力

素养的使命任务。

教材是教学之源，也是命题的重要素材来源。例如，第 7 题的 STSE 类型化

学基本概念题，虽然题干叙述引自经典史籍中的化学成就，立意新颖、起点较高，

但几乎所有选项都能回溯至教材原文；第 8 题，透过实验现象考查物质性质，而

涉及的考点内容基本源于《必修一》的课本实验，教材回归性凸显。此外，本卷

在命题上也十分重视对基本概念的考查，例如第 10 题的有机同分异构体、原子

共面、有机物性质，选考第 35 题第（1）（2）（3）问中的电子排布、电负性、

杂化类型等，这些概念均为模块教学内的重点知识，在教材中都能找到其原型。

此外，大部分试题均在基础性之上体现了其综合性。命题方式逐渐从对单一

知识点的考查，过渡为融合多模块考点的综合主干知识考查。例如，第 13 题从

陌生物质的分子结构式切入，综合考查了学生分子结构、共价键、金属元素性质、

元素周期律、电子式书写等多个考点。此类“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试题特点，亦

是今后高考革新所逐渐显露的命题趋势。

2、在传统基础上适度出新

一些经典题型仍在本卷中得到了延续，如第 7 题的传统文化辨析、第 8 题

的物质实验鉴别、第 10 题的有机化学基础、第 12 题的新型电池。这些试题所

涉及的知识点均为考生平时复习中常见的，也是历年高考常见题型，是备考复习

中的重点训练对象。在经典题型得以保留之外，经典知识也仍是试卷中的主角。



例如，第 28 题的焓变计算、化学平衡常数计算；第 35 题的晶胞密度计算、中

心原子杂化方式；第 36 题的有机物命名、反应类型、同分异构体数目等，都是

历年高考化学题中的“熟面孔”。此类试题的设置，对于调节试卷整体难度、稳

定考生心态奠定了基础。

而将近年的全国 2 卷进行比对，也可看出，命题者也有意识地选取了一些新

角度、新视点对试题进行常考常新的“装点”。例如，选择题第 8 题摒弃了 18、

19 年的阿伏伽德罗常数考查，代之以离子检验和物质鉴别；选择第 9 题，未像

往年一样并列考查多个实验，而是以二氧化碳过量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为载体，

将选修四中常见的平衡问题拆开来考，既考查了勒夏特列平衡移动原理、又联系

了生产生活实际；再如第 11 题，以图片形式交代化学反应转化历程，文字不再

是考生关注的焦点，强调一切信息从读图中获取，立意新颖。再如第 26 题，也

未出现传统常规的化学工艺流程题，而是以新冠病毒这一社会热点为背景，出了

一道氯元素相关的微缩版化学实验题，要求考生综合利用物质性质基础知识对现

实问题进行解答。这种在传统基础上的适度出新体现了高考试卷关注社会热点，

重视将化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相联结的命题特点，也为准高三生的复习

备考指明了方向。

三、复习备考指南

一轮复习对于高三考生来说，无疑是重中之重，既可唤起所学记忆、完善知

识体系，又可构建学科思想、提升学科素养。可以说，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轮

复习，与最终的高考成绩息息相关。从本卷的题目设置亦可看出，无论何时，基

础和主干知识都是高考试卷中不变的主旋律。唯有回归教材、将基础考点夯实到



位、将对原理性知识的理解真切落实，才能在考试中以不变应万变。笔者建议

2021 届考生：

1、夯实基础知识，重视化学主干知识复习

2、提高教材利用率，关注容易忽略的细节知识点

3、构建知识体系，多进行小专题、小版块的能力训练

4、重视化学反应原理知识向实际问题的迁移，关注生活、积极思考，在理

论与实际间建立联结

作者：赵瑛瑛，有道精品课高中化学教师，十二年一线教学经验，独创省时

高效课程体系。

生物：知己知彼，打有准备之仗

现在不少省份都已经实行高考改革，2020 年的理综考试将成为过去式的高

考，很多家长和同学想关心以下几个问题：今年高考的难度、命题趋势跟之前有

什么的变化，以后高考的命题趋势是什么，现有和以前的考试对于新高考的题目

命制有什么指导意义，新高考的学生如何应战 2021 高考等。在此，我就今年的

高考生物全国Ⅱ卷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试卷整体分析

1、分值分布

跟以往全国Ⅱ考试一样，细胞、代谢、遗传和调节专题仍然是今年高考的考

查重点，考查的主体和方向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题号 考查内容 分值

选择题 1 细胞结构与功能 6



选择题 2 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6

选择题 3 课本经典实验 6

选择题 4 遗传板块 6

选择题 5 细胞代谢板块 6

选择题 6 生态系统板块 6

填空题 29 遗传变异板块 10

填空题 30
细胞结构与功能、细胞代

谢
9

填空题 31 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9

填空题 32 遗传板块 11

选修 1 酶的应用
15

选修 3 生态工程

2、试卷难度和区分度

试题加大了文字描述和逻辑推理等内容，全国Ⅱ卷整体难度略有上升。区分

度，相比于去年也有所提高。中等题占比增大，比如第 29 题以翻译为背景，增

加了对变异内容的关联；比如第 30 题除了要知道细胞器功能，还需要与细胞代

谢内容关联，这些内容都侧重考查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二、命题特点

1、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与时事热点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高考生物的热点。比如第 1 题，试卷通过以新冠病毒为背景

材料，主要考查学生对病毒的繁殖方式、免疫调节与其它生物生活和结构特点的

比较等生物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重点强调对学生生物科学

素养的培养。比如第 31 题第（1）和（3）问，考查运动后一个常见的实际生活

场景，来考查人体细胞代谢、血糖调节和水盐调节的内容。这就要求学生在平时

生物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做好生物知识的生产生活应用。

2、重基础强双基

打牢生物基础是学好生物的第一步，并且双基也是全国Ⅱ卷的考查重点。今

年高考中第 2 题，考查自身免疫病免疫病的常见例子，高考第 31 题的第（2）

问考查血糖调节中胰高血糖素的功能。这就要求学生在平时学习中，除了要挑战

难度较大的题目之外，还需要把基础知识抓牢，做到基础和难度双手齐下。

3、以教材为依据，加大拓展和延伸

高考出题专家以教材为基础，在生物基础知识上，进一步对题目进行延伸和

拓展，实现题目从基础到中等或者更难的方向变化，侧重考查学生知识应用和综

合的能力。今年高考中第 29 题，虽然是在考查教材中的转录和翻译的内容，却

是以逻辑推理和文字表达的形式呈现；第 30 题，考查的内容是书本中分离细胞

器的方法和各个细胞器的功能，但重点考查了文字表述方面的能力和与细胞代谢

等内容的综合能力。

三．复习建议

1、重视双基，扎实基础

稳扎基础知识，依据不同知识的特点，配以适宜的记忆方法，清楚记忆基础

知识，夯牢生物基础。



2、建立知识框架和知识网络结构

高考生物是各个板块的综合，一道题中考查的知识点是多个的。在生物学习

中，要学会搭建知识框架，并不断完善所建立的知识框架，使知识树更加丰满和

细化，将分散的生物知识经过归纳整理成为系统。

3、观察和比较生物和生活中的现象，主动运用生物知识

生物中的不少知识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生物学的原理、规律都是在观察

实验的基础上得来的。能将书本上的生物知识引用到生活实际中，并服务于实际

运用，通过运用生物学知识对生活情景进行解释，阐述思考过程。理论联系实际

是高考的热点，要学会将生物知识应用于生活场景。

4、掌握规律和解题技巧，并灵活应用

生物科目都是有规律可循。生物学习中，要不断总结不同题目的解题方法和

技巧，并能运用生物学专业术语，总结出适配版答题模板和文字，能灵活运用，

做到举一反三。

作者：万猛，有道精品课高中生物教师，十二年高考生物教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