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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高考数学命题的一大趋势就是求“稳”。

(1) 考卷的整体结构上延续了2017年的改革方向：简化为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

(2)继续坚持注重基本知识和通性通法的考查，坚持在命题的角度和题型上下功夫，不出偏题、怪题。重
点考查学生独立思考、逻辑推理、数学应用、数学阅读和表达等关键能力，重视学科主干知识，杜绝偏
题、怪题和繁难试题。

(3)符合考纲但又不拘泥于大纲，体现了高考的灵活性和选拔性。比如：新课标削弱了双曲线，考试说明
指出：“了解双曲线的定义、几何图形和标准方程，要知道它的简单几何性质”。而今年Ⅰ卷和Ⅲ卷理
科第11题都考查了双曲线。虽然解题过程中只需要用到最基本的性质，但不得不说这两题还是有难度的
。

同时难度明显降低。

（1）拿Ⅰ卷来说，概率统计取代圆锥曲线成为压轴题。概率统计题难度略微上升，而圆锥曲线题的难度
明显降低，主要表现在计算量非常小。预计今后将保持这一新的排序。这样排序的变化说明一个很大的
问题：试卷整体难度降低。

(2)文理卷试题重合度明显提高。拿Ⅱ卷来说，文理卷选择题有6道完全相同，2道相近，填空2道完全相
同，1道相近，解答题必考题三个大题完全一样。选考题也一样。即全卷23题有13题完全一样，3题很接
近！往年是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的。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很简单：为未来文理科合卷作准备。

(3)理科试卷难度略微下降。解答题中解析几何的难度明显下降，导数的应用性也降低不少。

语文成为“拉分王”？



数学难度的降低，也就意味着数学区分度的降低，数学拉开巨大分数差距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2018年
高考语文题目刚公开，考生和网友就炸了锅，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年的考题：所有人都喊难！2017年一系
列语文改革&高考改革政策公布时，今后高考的“语文难”就已成定势，可惜很多人并没有关注，或没
有重视。

今后的高考语文阅读题量会持续增加，锻炼阅读速度、提升反应能力迫在眉睫。高考语文阅读题的选文
范围，将会远远超出高中教材和一般高中生的认知范围。

学科核心素养价值凸显？

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将是2019年乃至今后高考的命题热门。那么学科核心素养在2018年高考各科试
卷中究竟有哪些体现呢?

语文：

语文核心素养指的是，让学生在特定情景之下有语文应用的能力。 如给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如写给2035
年的中国青年；如新时代浙江学子，这都是贴合自身情况和整体社会发展情况的特定“场景”，而在某
些场景下做出相应的表达，其实就是语文能力最实在最真实的体现。

数学：

今年全国卷在注重培养能力的同时，也在向素养提升的方向转变。文科第19题为“节水问题”，要求学
生进入问题情境，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进行数学运算、数据处理、统计推断，回答现实问题；理科第19题
“产品检验问题”，不仅考查概率、期望等数学知识，还重点考查学生运用所习得的数学知识、思想方
法，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

文综：

全国III卷第41题以上海和曼彻斯特两个城市的发展为例，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比较视域
下的考查，涵盖了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考生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进行说明。

理综：

2018年高考化学试题情境来源于生产、生活、社会及科研实际，将化学学科联系紧密的环保、医药、材
料、能源等交叉学科内容作为试题素材，考查考生合理正确地使用化学原理与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如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8题和全国Ⅲ卷第12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雾霾形成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素
材，考查雾霾形成过程中无机颗粒物的化学基本概念，分析雾霾酸度增大的催化过程和机理。

全国Ⅲ卷第10题考查化学品在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全国I卷第7题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之一的磷酸亚
铁锂电池为研究对象，通过湿法冶金工艺处理废旧磷酸亚铁锂电池正极片回收其中的金属。

突出考查实践应用活动？

高考试题越来越注重创设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科学探究等问题情境，考查同学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2018年高考语文试题紧扣语文课程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通过创设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情
境，实现对考生语言文字能力和素养的测评。



一是将具体的语言文字、文学作品置于特定交际情境和历史文化情境中理解、分析和评价。

启事与书信的命题设计指向真实的语文学习任务，有助于引导学生活学活用，这种自然语境的设计，在
考查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融会贯通，如全国I卷文学类文本阅读选择了小说《赵一曼女
士》，试题扣住“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的叙述方式来设题，创设历史具体情境，让考生关注文本中现
实对历史的追问、历史的现场叙事、史料的还原，体现赵一曼精神的当下意义，在感动与思考中自然深
化对革命文化的认识。

二是体现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等普遍性能力要求的考查，在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中凸
显语文特点。

文学类文本，引导考生针对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语言、构思、形象、意蕴、情感等多个角度欣赏作
品，获得审美体验。论述类文本，要求考生在掌握基本论证结构和手法的基础上，洞悉立论背后的动机
与目的，最终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判断。实用类文本，需要准确解读材料，筛选整合信息，还要能评价
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社会价值和影响”。

三是试题面对当代生活，体现多样化的语文实践活动。

全国Ⅱ卷《“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突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
理解和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全国Ⅲ卷《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突出在命运共同体的
诉求中，如何理解建构社会弹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Ⅰ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选择了3则新闻报道，要求
考生分析3则报道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及其原因，引导学生参与生活、观察社会。

2018年高考数学试题，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考查考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在应用题中，将数据准备阶段的步骤减少，给考生呈现比较规范的数据格式或数据的回归模型。如全国I
I卷18题，以环境基础设施投资为背景，体现了概率统计知识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全国III卷第18题减少
了繁琐的数据整理步骤，将考查重点放在运用概率统计思想方法分析和解释数据之上，突出了考查重点
。

全国II卷第14题通过构建某国财政赤字率和通货膨胀率连续上涨的场景，要求考生思考应对措施，考查考
生从政策层面寻求解决方案的能力。

全国I卷第28题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与日本在舆论宣传策略方面态度差异的对比，引导考生认识外交宣
传在引导国际舆论方面的重要性。

全国I卷第9～11题以小明同学7月从重庆出发到贵州毕节旅游为情景，其中提及的线路分布、走向及里程
信息均是学生在生活中可以获取的；全国II卷第4～5题，以澳门半岛地图信息为主创设情境，文字材料介
绍了澳门半岛的地形特点和不断填海造陆的事实，地图重点显示澳门半岛山丘、街道分布和几条街道的
名称，以此引导考生认识地名蕴涵的历史发展、环境变迁等信息。

全国I卷第20题以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为素材，全国II卷第15题要求考生估
算鸡蛋坠落对地面产生的冲击力，天津卷以中国散裂中子源、“张衡一号”卫星、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
代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真空管道超高速列车等为素材，北京卷以跳台滑雪、中国天眼等为素材。

全国II卷第3题以人体体液调节等问题为情境，要求考生结合所学知识根据所给现象描述进行判断与推理
，考查逻辑推理与信息加工能力。

加大对传统文化的考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2018年高考试题精心选材，萃取精华，引导学生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

2018年高考语文全国3套试卷立足考查范围，回应教材内容，或实或虚，或正面或侧面，为考生提供了一
幅生动的古代优秀人物群像图，考生在答题时犹如对话前贤先哲，其熏陶感化可想而知。

2018年高考数学试题把其中的精华引入到考试内容中，既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又有东方数学的特点。

全国III卷第3题以优秀的中华木土文化为背景，以榫卯为载体，从更高的要求和不同的角度，考查考生的
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图形的转化能力；理科数学全国I卷第10题以古希腊数学家希波克拉底在研究化圆为
方问题时曾研究过的图形为背景，设计了一个几何概型问题，引导考生关注几何之美。

英语：

2018年高考英语语篇的选择和题目设置在自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宣传介绍中国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发展，引导学生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四个自信”。

化学试题挖掘古代科技文献，以我国古代化学化工成果为情境命制试题，例如理科综合全国II卷第26题中
提到“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得和使用金属锌的国家”，理科综合全国III卷第35题中提到“《中华本草》
等中医典籍中，记载了炉甘石(碳酸锌)入药，可用于治疗皮肤炎症或表面创伤”。

生物试题选取我国杰出生命科学技术成果为素材进行设计，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理
科综合全国III卷第1题考查由我国科学家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引入1965年由我国科学家率先完成的人工
合成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一里程碑式的壮举。

高考改革后，这几科要“翻身” ？

第六变是针对高考改革的省份。按照“6选3”模式，高考科目组合方式有20种不同的选择。如果仅从各
学科的角度来考虑，20种选择中似乎没有一种是完美的，没有一种是可以让你高枕无忧得高分，轻轻松
松上名校的“最佳选择”！

2017年高考，浙江省透露了省内选科报考的数据，结果让人惊讶。原先预想的热门选考科目物理遇冷，
对数理逻辑要求不高的地理、生物、历史、政治成为选考人数较多的学科。历史、政治被选择几率增加
，对偏重理科学习的社会大氛围来说，是一个调整。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的考生和老师在各科复习和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些方面：

语文：阅读“关键能力”的培养很重要

● 2019高考语文将扩大文本选取范围；

● 论述类文本将多选用论文和时评，考查逻辑论证和批判推理能力；

● 实用类文本将多选用新闻和报告，考查信息处理和超文本阅读能力；

● 文学类文本将多选用小说和散文，考查审美鉴赏能力。

数学：逻辑推理能力要比刷更多的题重要

● 2019高考数学将把考查逻辑推理能力作为重要任务；



● 以数学知识为载体，考查学生缜密思维、严格推理的能力；

● 通过多种渠道渗透数学文化。

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得尽快养成

● 2019高考英语将通过深度发掘语篇材料思想内涵，突出对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

● 英语写作内容重视传统文化、现实生活选题，与时俱进，贴近生活；

● 英语听力（听说）高考改革，更加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物理：更好地认识实际现象，理解更深层次问题

● 通过将动量和近代物理作为必考内容进行考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有力
的工具。

生物：问题探索能力、实验能力

● 要求学生能够对生物学问题进行探究，包括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定和实施计划、得出结论、科学
表达等；

● 同时，要求学生具备实验设计、实验结果预测的能力。

化学：回归到基本反应原理和物质结构知识

● 试题可能增加化学反应图形和性能关联图形的体裁；

● 通过延伸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自学和探究精神。

地理：提升运用地理学思维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  试题将更加注重反映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的价值取向；

● 将地理学思想方法自然、贴切地融入素材。

政治：紧跟时代，充分发挥学科思维导向性

●  将精心选择能够更好地承载学科知识、反映学科特色的素材；

●  贴近学生生活、贴近时代，更好地发挥考试对教学的导向和促进作用。

历史：以史为鉴，贯通古今

● 更加注重考查历史思维过程与方法，如学生对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这两种不同史学概念的理解和辨别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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