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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B8_82_E6_c65_606260.htm 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

布2009年上海高考试卷评析。总体来看，各科试卷体现“二

期”课改新教材的教学思想、理念、方法，把考查知识与能

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渗透在试卷中。 语文卷：

材料作文意在遏制套题风气 在阅读材料选择上，覆盖不同文

体，有利于更全面检测学生的阅读能力。如，现代文阅读材

料第一篇是议论文，第二篇是文学散文；文言文阅读材料第

一篇是记人的叙事性文章，第二篇是说明文。 作文采用了材

料作文的题型，可以有效地遏制愈演愈烈的套题风气。考虑

到学生多年来习惯于写命题作文，对材料作文会感觉陌生，

今年选择了有关郑板桥书法的材料，因为高中语文教材中有

郑板桥绘画题记的课文，学生对郑板桥其人其文相对熟悉，

使考生阅读陌生题型时有了心理的缓冲。根据材料，考生可

以多角度解读，提炼出众多观点。比如观点可以是“创新源

自嫁接，活力来自兼容”；可以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也可以从“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角度来拟题。当然，写

作的角度，远不止上述的几种。 数学卷：分析后发现不是新

面孔 没有一道题目直接来自教材，但从教材改编的题目很多

。这些源于教材、又不同于教材的题目，目的在于鼓励师生

钻研教材，让教师从“教题”转化到“教书”。有些试题考

生可能第一眼看上去像新面孔，但分析一下会有“他乡遇故

知”的感觉。 试卷体现了“二期”课改的理念和要求，具体

表现为：注重过程与方法；体现新增内容的基本要求，如代



数余子式、框图、球、独立事件等均要考查知识和基本技能

，立体几何以向量为工具解决问题。理科试卷的几个能力型

问题考查目标分析，尽管体现了一定的能力要求，但落脚点

都在基础知识上。 对比往年的数学试题，今年的知识点较多

，没有“挖陷阱”的题目。但拿到题目时不要计算器当家，

应有所分析，让大脑指挥手。只要对题目给出的提示信息获

取充分，试题本身并不难。 英语卷：选材体现多角度和时代

性 试卷的选材注重多角度和多侧面，体现时代性。题材包括

：对动物园是否还需要存在的看法、纽约的废物再利用、加

拿大著名景点介绍、最新的手提电脑防盗软件等。材料内容

基本取材于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书报杂志和真实的演讲内容，

内容新颖，语言地道，使考试的过程成为一个学习和获取信

息的过程。 写作题要求考生写信申请参加某海外学校举办的

英语夏令营课程，并就其中一门课程谈谈自己所感兴趣的具

体内容，阐明原因，所写内容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但对课

程具体内容的想法，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都可以有

自己的发挥余地。 试卷的难度总体与近年持平，保持中等偏

易。 政治卷：哲学题比重增加一倍 试卷呈现几方面的新变化

。其一，按照《考试手册》要求，哲学试题比重由去年的10

％提高到了20％，并用简答题与分析说明题考查考生从哲学

与政治、哲学与经济不同学科角度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

其二，强化了对考生各种能力的考查与导向。如，第一次要

求考生结合试题所提供的情境开放式地“谈谈自己的感受”

，对“态度”、“评价”能力的考查试题分值由去年的5分增

加到了9分。 第一次要求考生参照试题所提供的有关概念，

谈谈对另一概念的理解，考查了考生知识迁移、触类旁通的



能力。 试卷调整了不定项选择题的评分标准，部分选项正确

（无错选）能获得该题的部分分数；在主观题评分标准方面

，开发了多个等级评分标准。 历史卷：从学术维度提炼历史

知识 以往考查历史知识基本上是以“事件”为中心而加以提

炼和梳理的。今年的试题努力从新的、学术维度即“历史研

究方法”来对历史知识加以提炼和梳理。例如第32、35题，

要求学生利用“以图证史”和“私人生活史”这两种方兴未

艾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激活并聚合关于英国清教革命和中国

当代社会变迁的历史知识。 试题还大量使用身边的“新史料

”，如公私合营公司的股权证、竹枝词和童谣，香港警察的

话，下岬村的田野调查等等。这些试题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

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考查他们是否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

著，从身边的事态体悟历史变迁。 物理卷：融入科学精神与

人文素养 试卷体现“二期”课改新教材的教学思想、理念、

方法。如有关伏打电池及电源电动势的概念，老教材虽有阐

述，但在新教材中从本质上给予了全新、深入的介绍，并配

以“小孩乘电梯升降”的实例给予形象生动的描述。因此，

第16题本着体现新教材的意图，考查了学生对这一概念的理

解和掌握程度。 又如第8题，考查“牛顿创建万有引力定律

”的史实，这一内容虽然在以往的教材上有相关的叙述，但

在“二期”课改新教材上对牛顿创建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

方法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科学思想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其

目的是希望学生不仅要学到万有引力定律的知识，更要了解

牛顿在20年的漫长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 化学卷：考查将知识“网络化”能力 要求考生能将知识综

合整理，使之网络化。考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知识积累和独



立思考，将表面看似无直接联系的知识进行整理，找出其中

的规律，使知识有机结合，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

第28题，考生需将两条生产流程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行分析

对比，与所学的有机化学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无误地解

题。 不少试题以学科主干知识与学生熟悉的事物为载体，力

求揭示科学的人文性。以考生生活经历为背景来命题，使大

部分考生易上手解题。如第1题，采用当前社会热点“节能减

排”为背景来编制试题；第5题分析对化学反应特点的认识；

第25题对化学反应速度和化学平衡的理解等，都体现了这一

命题思想。 最新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

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