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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BD_EF_BC_9A0_c65_99342.htm 昨天，备受全省考生和

老师关注的教育部2007年全国高考大纲新鲜出炉。我省今年

虽然是语、数、外自主命题，但这一考试大纲仍是我省自主

命题的前提和基础。为了让广大考生更详尽地了解今年考试

大纲的变化和精神，更好地指导复习，本报昨晚第一时间约

请了合肥一中的资深高三教师对2007年高考大纲进行了解读

，分析其中的变化，并为大家最后冲刺阶段的复习提供参考

。 语文 命题可能会遵循四个原则 □合肥一中谢长雷来源

：www.examda.com 和去年《考试大纲》相比，今年的大纲保

持了较强的稳定性，总共有四个方面的微调。 其一，在“考

试能力要求”中的“识记”部分，新考纲将“是语文能力最

基本的层级”改为“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表达更规范简

明，同时与后面的说明更加协调。 其二，在“语言知识和语

言表达”中的“识记”部分，分别将“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

的字音”改为“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识

记现代汉字的字形”改为“识记现代常用汉字的字形”。新

考纲对字音字形的考点多了限制语“常用(字)”，更加明确

了训练范围，暗示不要追冷求难，这让考生心中有数，更具

人文性。 其三，在“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中的“识记”部

分，将“识记外国重要作家及其时代和代表作”改为“识记

外国重要作家及其国别和代表作”，这一细微的变化体现出

识记内容的调整，有可能会在命题局部(如选择题或名句名篇

填空)有所体现。 其四，在“写作”中的“发展等级”部分里



，新考纲分别将“丰富”中的“材料丰富，形象丰满，意境

深远”改为“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意境深远”

；将“有文采”中的“词语生动，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

手法，文句有意蕴”改为“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

修辞手法，文句有表现力”。这两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新考

纲对文体的重视，对各类文体的评分点都有所体现。“材料

丰富”侧重于实用类文章，“论据充实”侧重于论述类文章

，“形象丰满，意境深远”适合于文学类文章，而“文句有

表现力”则三类文体均适用。至于旧考纲中的“文句有意蕴

”似乎只是对文学类文章更适宜。另外，“用词贴切”比“

词语生动”内涵更丰富，要求用词不仅“生动”而且“妥当

、确切”，避免学生形成华而不实的文风，甚至背一些好词

好段以“备用”的不良作文心理。 根据对新旧考纲的比较分

析，2007年高考命题可能会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继续降

低难度，特别是语知部分；二是加强能力的考察，尤其是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

稳中求变，为未来全面落实《新课程标准考试大纲》作铺垫

；四是试题材料的选择会更具时代感、人文性乃至地方特色(

单独命题的省市)。 希望广大考生能关注这些变化和原则，合

理地调整自己的复习训练内容，使自己的语文学习效果更加

理想。 数学 2007年高考数学大纲与去年相比，总体保持平稳

，修改后的大纲更加切合中学教学实际和现代中学生的实际

水平。 一、具体变化 1.知识要求的变化：“(1)了解：要求对

所列知识的含义有初步的、感性的认识⋯⋯”在“含义”后

增加“及其相关背景”。 2.能力要求的变化：有两处变化。

第一处是“(2)运算能力：会根据法则、公式进行正确运算、



变化和数据处理，能根据问题的条件，寻找与设计合理的、

简洁的运算途径。”在“条件”后增加“和目标”三字.第二

处是“在实施运算过程中遇到障碍而调整运算能力”后增加

“以及实施运算和计算的技能。” 3.考试要求的变化：来源

：www.examda.com (1)三角函数中的原“理解任意角的概念、

弧度的意义，能正确地进行弧度与角度的换算”中的“理解

”改为“了解”。 (2)三角函数中的原“掌握任意角的正弦、

余弦、正切的定义”中的“掌握”改为“理解”。 (3)直线、

平面、简单几何体中原“掌握平面的基本性质，”其中“掌

握”改为“理解”，并删除了考试要求中的“理解直线和平

面垂直的概念”。 4.试卷结构和文理试卷的变化 大纲对试题

易、中、难的比例有了更明确的规定，以容易题、中档题为

试题主体，较难题只占30%。 适当加大文理卷的差异，力求

文理学生成绩平衡，文科试题“适当拉大试题难度的分布区

间，试题难度的起点应降低，而试题难度终点应与理科相同

”。 5.2007年高考会进一步向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过渡。 二

、变化解读来源：www.examda.com 1.在知识要求中，增加了

知识相关背景的认识，要求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应了

解知识的背景，如导数概念的某些背景(瞬时速度、加速度，

切线的斜率等).认识到数学知识来源于实际，增强数学知识的

应用能力。 2.对学生数学思维分析能力和运算能力的要求有

所提高。 3.对“三角函数”“立体几何”两个模块要求有所

降低。 三、复习备考建议 1.重视基础，构建知识网络 对概念

、性质、定理等基础知识的复习不能走过场、赶进度，煮“

夹生饭”，而应在“准确、系统、灵活”上下功夫，构建条

理化、网络化、熟练化的知识体系，注重基本技能和基本方



法的掌握，淡化特殊解题技巧，在有限的复习时间里，掌握

最常用的方法，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以考纲为准绳，

强化训练 把握考纲，鉴别复习资料中的有些题目是否超纲，

不做无用功，提高解选择题、填空题的速度。要强化综合题

的训练，掌握解答综合题的技巧，审题时要盯住目标，挖掘

隐含条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准确把握基础知识，做好化

归转换，严格规范解题格式，尽量避免失分。通过有效训练

，可以查漏补缺，找出知识和方法上的漏洞，及时改进。 3.

重视高中教材中新增内容的复习 对新增的简易逻辑、向量、

概率与统计，线性规划、导数等内容的复习，应站在数学学

科的整体高度，对其科学定位，高度重视，并注意与原有的

内容的联系和整合(如向量与三角函数，向量与解析几何，向

量与立体几何等)，要重视新课标教材与现行教材的联系和差

别，因为高考命题会进一步向新课标要求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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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