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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7BNews_Titl

_c65_236714.htm 昨天从我省各高考网上评卷现场了解到，截

至17日下午，语文、数学、文科综合等科目的阅卷工作已基

本完成，全部科目的阅卷工作今天可全部结束。 从6月19日起

，各科目将陆续进入登分、统分阶段，6月24日前能完成考生

成绩合成工作。6月25日，考生就能查询到高考成绩和各批次

的录取控制线。 -进展：各科阅卷已基本完成 从高考数学阅

卷现场获悉，数学科目的阅卷工作已于17日晚基本结束。目

前，数学卷中立体几何的大题因为阅卷量较大，已从别的组

另外抽调了多位教师“支援”。同时，理科综合科目评卷也

已进入“尾声”。 参加数学组阅卷的老师们告诉记者，“粗

心大意”让不少考生丢了不该丢的分，很可惜。“我改了一

万多份卷子，发现我改的这一道大题确实比较难，有一部分

考生不知道如何解答，基本拿不到分；但在相当一部分会做

的考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常低级的运算错误，导致一

道会做的大题拿不到应得的分。 昨天下午从安徽大学阅卷点

了解到，语文和文科综合的阅卷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相比

语文科目，文科综合的进展要稍快一些。为了确保考生试卷

能更科学、公正地评判，各科小组长、中心组组长分级实时

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目前，一评、二评通过率都比较

高，三评、四评率均低于规定值。 据文科综合学科组组长王

国良介绍，该科因为量大、题多、评阅较为复杂，实行的是

“评卷会商制度”：在阅卷中，阅卷教师发现有考生答题答

错位置，随即提交业务指导组，历史、地理、政治三个业务

指导组组长立即会商，对考生试卷重判，形成成绩。会商制



的实践，有效地保障了考生的利益。 -个案：试卷上搞“恶作

剧” 还有一位老师说，他居然在卷子上读到了一位考生写的

《给阅卷老师的一封信》，考生在该答题的地方写了这封信

，表达了“题目很难，不会做，希望阅卷老师宽容”等意思

。阅卷老师介绍说：“按照高考的阅卷要求，碰到这样的情

况，类比‘在考试卷上做记号’的情况，阅卷老师不得自己

处理，要将卷子传给阅卷专家组评审。”了解到，在高考的

试卷上写信、写打油诗等行为，考卷将有可能因为“做记号

”而被判零分。 老师提醒：“把你会做的题做对”，这句话

在高考前老师都反复强调过，但在高考中，考生却往往因为

粗心大意丢了很多不该丢的分。对现在的高一、高二学生来

说，养成细心这个良好的习惯，有时候会比去钻几道难题、

偏题有用得多。 此外，阅卷老师们还提醒将要参加高考的学

生们，高考是一次严肃的考试，不应该抱着游戏的心态来对

待，考生须知中明确规定“考生不准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

何标记”，考生们就应该按照这个要求严格做到，更不要以

牺牲考试成绩为代价在高考试卷上写信、写打油诗。 -问题：

超出答题框答案无效 在阅卷中，老师们发现，考生答题的主

要问题集中在粗心大意、不按要求答题和时间分配不尽合理

上。比如，在填涂信息点时，不小心看错行、主观题答案书

写超出了规定答题区域、单选题填涂两个以上选项等。 老师

们提醒考生，评卷的操作细节就是：看错行的两题都不能得

分，答题内容虽然正确，但如果考生答题区域错位或超出边

框，答案就无效。 同时，考生修改时没擦干净，或者单选题

故意填涂两个以上选项，机器会自动判“单选题多选”，也

不给分。在试卷的扫描中，有时还会出现“重张现象”，即



少数考生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导致试卷表面不平整、试卷

间相互粘连。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招生部门反复强调

，主观题部分一定要用0.5毫米黑色墨水笔书写，但今年仍有

少量考生使用圆珠笔答题，导致扫描得到的图像模糊，颜色

较淡，不便阅卷，必需经过技术人员的处理后，才能正常评

阅。此外，还了解到，不少考生答题时间分配也存在问题，

比如理科综合的最后一大题、英语作文等，总体上并不太难

答，但有很多考生交了白卷，很有可能是被前面的题目给“

缠住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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