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高考浙江卷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服务选才，引导教
学，体现“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
为重、知识为基”的命题理念。“平
常”“精进”可视为其突出特征。

“平常”见温暖，能出新

试卷结构、难度及题目设置保
持平稳，字里行间透露出特殊之年
令人温暖的人文关怀，也闪耀着创
新的光彩。

内容平和，抚慰人心。小说
《雪》平静温和，灾难面前，人们用
真、善、美“修复”破败的家园、
身体与心灵的创伤和战时脱离常态
的人生。古诗鉴赏题旨在摆脱常见
离愁，情感乐观积极，境界高远。

设题常态，常中出新。全卷无
偏题怪题，有利于学生正常发挥。
大阅读第 10 题赏析语言特点，第
11 题分析人物形象，第 13 题分析

寓意，等等。但全卷并不保守，可
见不少新意、亮点。

“精进”重实践，强内涵

今年继续在表现 2017 课标精
神、考查核心素养上努力“掘进”。试
题既注重思想、品德方面的高位引
领，又能贴近现实生活，关注考生，
注重试题内涵的发展、深化。

解决当下问题。第 6 题“阅读
宣 传 抗 疫 防 疫 的 图 片 ”“ 评 价 创
意 ”， 把 问 题 放 在 社 会 生 活 情 景
中，考查考生的读图能力、概括能
力、分析问题能力。

关怀未来人生。今年高考浙江
卷作文题从纵向上思考个人与家
庭、社会的“定位”。引导考生辩
证地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正确定位人生，在坚持自我的过程
中，担当起社会责任。题目与学生人
生发展联系紧密，能说自己的话。

语文：特殊之年贵“平常”
素养考查见“精进”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特级教师 黄华伟

浙江省青田县中学特级教师 杨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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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位名师评析2020年高考暨7月选考科目试题

2020 年是浙江省高考改革数
学文理合卷考试的第四年。整卷保
持了浙江卷“起点低、坡度缓、层
次多、区分好”的传统风格，难度
略有降低。能有效区分不同能力层
次的学生，有利于高校合理选拔人
才、正确引导中学数学教学。

坚持考查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回归概念

全卷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考查，如第 1、2、3、4、5、
6、 12、 13、 14、 15、 16、 18 等
题。试题立足教材，考查了集合、
复数、线性规划、函数图像、三视
图、二项式定理、三角恒等变换、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数学期望、
解三角形等内容。

坚持考查核心内容和数
学思想，注重本质

全卷重点考查了高中数学核心
内容——函数、数列、不等式、立

体 几 何 、 解 析 几 何 等 。 如 第 8、
15、21 题，多角度考查了学生对
解析几何核心内容的理解及坐标
法这一核心数学思想方法。整份
试卷充分体现了“核心内容重点
关注、通性通法重点考查”的命题
原则。

坚持考查理性思维和创
新精神，聚焦素养

全卷聚焦考查数学的核心素
养，关注考生的未来发展，以能力立
意，强调数学创新的考查，对数学教
育起到导向作用。如第 11题介绍了
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朱世杰的数
学研究，弘扬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第 10、20、21、22 等题着重考
查学生的逻辑推理与数学运算，给
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提供了展示的
平台，第 21 题考查由等到不等的最
值处理方式；第 22题考查主元与参
数的相互转化策略等。试题助力破解
应试教育。

数学：知识与能力并重
传承与创新同行

杭州市基础教育教研室特级教师 王红权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高级教师 王勇强

试卷整体难度保持平稳，具备
一定的区分度，突出学科关键能力
的考查。试题素材覆盖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语
境，体现学科育人导向功能。

引导人文情怀主题下的
价值取向

人文情怀主题语境是考查文化
意识的一个重要载体。阅读理解 A
篇讲述作者酷爱戏剧，通过介绍所
编的一本戏剧方面书籍，与人分享
这种对戏剧的热情。文本主题非常
鲜明，分享美好是一种美德，价值
取向昭然可见。

强化生活情景类语篇的
综合考查

基于真实生活情景的考查符合
评价改革方向。完形填空语篇是一
个活生生的历险故事，情节丰富，
语言生动，画面感强。讲述了作者
牧羊期间可能由于狗的原因使得拖

拉机溜坡，差点酿成恶性事故的一
次经历。考生需要把握情节走向，
关注一系列动作的语言表达，将内
容与语言融合考量才能提高正确
率。读后续写语篇也是一个真实故
事。

关注社会发展中认知的
积累更新

人类已置身于“知识经济”时
代，认知水平与社会进步息息相
关。阅读理解 B 篇介绍了智能信号
灯的好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交
通路况。内容涉及人们的认知更
新。题目与内容高度吻合，第 25
题涉及新方法的内容，第 26 题涉
及新方法的短板，第 27 题涉及新
方法的价值，都是认知这一思维层
面的考查。语篇填空介绍了农业发
展的演变进程，属于知识的普及。
所填词基本围绕“演变”这一线
索，考生需要具备基于文本主线的
逻辑思维能力。

英语：立足真实社会生活情景
凸显学科关键能力考查

嘉兴教育学院高中英语教研员 徐雁光

杭州市长征中学高级教师 方 虹

2020 年 7 月 浙 江 省 物 理 选 考
试题，试卷结构稳定，难度合理，试
题与生活实际、科学技术发展联系
紧密，引导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重视基础，注重核心概念
和规律的考查，引领中学物理
教学

本次的选考试题更加突出物

理 学 科 的 基 础 性 ， 注 重 核 心
概 念 和 规 律 的 考 查 ， 引 领 中 学
物 理 教 学 。 如 第 2 题 箱 子 在 公
交 车 内 的 相 对 运 动 ， 场 景 是 生
活 中 现 象 ， 考 查 的 是 力 和 运 动
关 系 ， 学 生 只 有 从 物 理 学 的 视
角 分 析 ， 才 能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力
和 运 动 的 关 系 ， 作 出 正 确 的
选 择 。

物理：重视学科基础 凸显学科本质
杭州学军中学特级教师 葛德成

宁波市教研室特级教师 杨继林

创设真实情景，加强理
论联系实际

紧密联系科学技术进步和
日常生活实践的试题情景，能
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物理知
识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 第 4
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考
查红外体温测量的原理，也增
加学生了解抗疫的相关知识。第
10 题 以 “ 中 国 天 眼 ” 为 背 景 ，
不仅仅考查平衡知识，还要求对
真实情景进行建模，考查科学思
维；本题还渗透了我国的科技成
就、爱护科学仪器等科学态度和
价值观的教育。

凸显物理学科本质，注
重对探究过程考查

以素养导向，考查物理学科
的“关键”能力，考查学生的学
科思想和科学探究方法。如第
13 题，本题考查的知识点主要
包含光的折射定律。实验题主要
考查学生探究能力。本次的选
考 试题基于真实的实验情景进
行命制，注重对探究过程的考
查。如第 18 题是测量电源电动
势和内阻的实验。只有真正做过
实验，才能理解电流表的内阻对
实验的影响，才能选择出正确的
实验电路。

化学选考试卷较好地保持了
试卷结构、试题题量和难度等方
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试题材料
体现学科性和新颖性，问题设计
兼顾基础性和拓展性，强化了实
验原理和技能、物质结构和性质
以及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等化
学学科本质特点，突出了对学生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和新情景下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试卷体现了化学与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学科价值。如第 24
题、29 题、30 题、31 题分别涉
及了硅酸盐水泥的性质、利用选
择性膜技术提升 CO2 氧化 C2H6

制 C2H4 效能进而实现资源综合
利用、制备在纺织业有广泛应用
的硫代硫酸钠、合成利尿药美托
拉宗等。

试卷很好地把握了化学学科
的核心知识和原理，特别强化了
物质结构与能量、化学实验与模
型演绎、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等

化 学 学 科 本 质 特 点 。 如 第 30、
31 题考查了现象分析、实验操
作、条件控制以及基于实验现
象、有机信息的推理能力和模型
认知素养，彰显了化学学科在物
质合成、资源利用、造福人类等
方面的社会价值。

就考试方式的“四翼”即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
新性”而言，试卷选择题第 1-
25 题 的 起 点 低 、 知 识 覆 盖 面
广，主要考查化学学科的基础内
容，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获得
感。第 26 题、第 27 题、第 28 题
的坡度缓，情景新，考查学生运
用知识解决学科内综合问题的能
力。第 29 题、30 题、31 题入口宽，
思维要求高，考查学生学习迁移
能力。第 28 题第（3）问要求学生
在理解氨和氯化氢反应实质（形
成配位键）的基础上创新思维，写
出 AlCl3发生的“同类反应”，充分
展现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化学：突出学科本质 考察思维创新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正高级教师 任雪明

杭州学军中学高级教师 肖中荣

2020 年 7 月浙江省普通高校
招生选考科目考试生物试题内容
稳中求新，稳中求进，注重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较好地体现了生物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考查。

试题引导考生了解和关注生
物科学和技术在生活实践和社会
发展中的应用，认同生物学课程
的学科价值，树立科学价值观。
例如，第 26 题的生物入侵和第
29 题的柑橘加工等情景题，引
导考生树立劳动观念。

试题突出考查生物学核心概
念和原理，帮助考生适应未来社
会 生 活 。 例 如 ， 第 5 题 免 疫 接
种、利用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清
治疗重症患者等，引导考生认同
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增强爱国主
义情感。

试题注重联系生活实际和社
会热点，以真实问题情景组织试

题素材。例如，第 28 题昆虫杂
交实验要求学生进行演绎推理、
阐释数据，并在原有实验的基础
上选择杂交亲本设计新实验。

实验与探究试题在本次试卷
中占比较大，要求学生能够将学
到的实验方法和技能综合运用。
例如，第 30 题神经膜电位要求
学生完善实验思路、阐释数据及
以柱形图形式呈现实验结果，考
查要点明确指向学生科学探究的
能力发展水平。

试题关注科学技术、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例
如，第 26 题生物入侵倡导生态
农 业 技 术 和 环 境 友 好 的 理 念 ，
促进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同
步发展。植物激素、抗除草剂
和植物克隆等试题突出应用性导
向，着意培育学生保护环境的社
会责任意识，建设生态文明的使
命担当。

生物：彰显立德树人导向
引领高中生物教育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特级教师 周初霞

浙江省温州中学特级教师 许 晖

思政试卷顺应时代发展和深
化课改要求，坚持素养导向，突
出学科育人，具有三个显著特
点。

命题突出五育并举，引导学
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命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强化劳动教育 （第 9、12、30、
36 题），渗透美育 （第 19、20、
28 题），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第 19、21 题） 等重要内容，体
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关注社会生活，讲好中国故
事：多层次多角度解读抗疫主题

（第 18、23、25 题），引导学生
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隐性对比 （第
38 题），帮助学生感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关注重大
事件：如民法典 （第 37 题）、脱

贫 （第 12 题）、服务型政府 （第
17 题）。体现“窗口意识”：如
二维码追溯体系（第 11 题）、美育
村建设（第 19 题）、林权制度改革

（第 29 题） 等，体现了浙江“努
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
口”。拓展国际视野：中非经贸博
览会（第 15 题）、援非抗疫（第 18
题）、英国大选（第 31 题）、法国

“黄马甲”运动（第 32 题） 等。
注重在真实情景中考查学科

知识的理解、迁移和运用。学科
核心素养的培育，需要准确把握
学科必备知识，如矛盾主要方面
与 次 要 方 面 的 辩 证 关 系 （第 6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 （第 37 题）；需要在教学
中更加重视关键能力、特别是学
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如辩证思维
能力 （第 36 题）、批判性思维能
力 （第 38 题） 等。

思想政治：坚持立德树人
引领教学转型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正高级教师 王国芳

湖州市第二中学正高级教师 张建庆

2020 年 7 月浙江省普通高中历
史选考试卷符合“不忘本来、吸收
外来、面向未来”的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之主旨。

试题立意颇高，彰显历史学科
“立德树人”特色。如第 28 题采用
宏大历史视角，提出关注民生的思
考方向，系统梳理主干知识并予以
纵横贯通。

试卷加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等方面考察，强调“不忘本来”。
第 28 题选取相关历史人物及其思
想进行解读：墨子的经验主义认识
论；孔子、屈原的相关主张；唐太
宗“存百姓”的思想、治国理政的
法律原则及在土地制度层面的举
措。第 28 题分析了以毛泽东、邓
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

“谋幸福”的探索与实践。

“吸收外来”，培养国际视野。第
21、 23、 24 题 是 对 铁 路 交 通 发 展 、
国际贸易规则调整、经济区域集团化
等内容的考察，从不同维度反映了当
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 27 题
整条线贯穿了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要
素、政治民主改革以及希腊文明的传
播和影响。

“ 面 向 未 来 ”， 联 结 历 史 时 空 。
如第 29 题，直接点题“战争犹如一
场瘟疫。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警示
世人：邪恶终将被战胜，和平之花
终将绽放”。本题共三问：分析一战
爆发的原因、政治结果；列举二战
中“平民也变为攻击对象”的残酷
事实，指明战犯审判的意义；爱因
斯坦等科学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
的反思，并令学生得出两次世界大
战所昭示的真理及人类应该坚持的
正确方向。

历史：稳中有进 植根塑魂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特级教师 戴晓萍

衢州市教育局教研室高级教师 陈春露

2020 年 7 月浙江地理选考试题
既是对地理知识进行系统的测试，
更是对整体把握知识、综合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的评价。

把握时代脉搏，彰显育人价
值。一是以我国生态建设案例为背
景设计试题，引导考生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理念，如“河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西江输沙量减少的原因”
等。二是试题情景密切关注我国
社会发展的相关素材，引导考生关
注社会热点，增加建设祖国的强烈
社会责任感，如“地摊经济”“结对
扶贫”“振兴东北”“市郊铁路”“园区
产业链招商”“泥石流防御”等。

强化必备知识，落实学科素养。
重视基础知识的应用，如第 24、25
题大气运动基本原理的应用。强化

地理过程的理解，试题设计特别强调
地理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如自
然地理部分“不同飞行时间纬度差的
变化”“两极地区多年平均海冰面积的
变化”，人文地理部分“汽车企业发展
历程”“工业园区招商模式的变化”等。

指向关键能力，提升选拔功能。
如“飞行轨迹与日照图的判读”，要
求考生具有较高的空间思维能力。试
题强化对考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
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论证和探讨地
理问题等关键能力的考查，如非选择
题部分均需要考生对试题中的图表、
数据和文字材料进行快速准确全面地
解读；对地理现象、规律、特征进行
描述和阐释；对地理成因、过程、联
系等开展论证和探究，最终准确地加
以表述。

地理：素养导向 能力为重
彰显地理学科价值

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 汤国荣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正高级教师 耿文强

信息技术 2020 年 7 月选考卷有
较好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延 续 了 今 年 1 月 份 的 命 题 风
格，从知识点的分布来看，必修与
选择性必修的占比合理，既考虑到
了覆盖面，又能突出重点。从难度
设计来看，选择题部分以常规基础
题为主，难度相对不大，使学生有
较多的时间思考后面的非选择题。
最后的两道算法大题涉及多个变量
和数组，考点的难度梯度设置较明
显。从细节上看，试题做到稳中有
变，体现在试题材料信息的甄选，
问题情景的设计，以及知识考查角
度的选择等方面。

本卷非选择题部分的试题情
景，大都源自真实的应用，如第
13 题 的 手 机 互 联 网 用 户 数 据 处
理、第 15 题的试场编排问题等，

都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第
15 题巧妙地使用“排序”实现座位
合理分配，让同一考场的不同班级学
生数量相对均衡，是一个用计算机程
序解决问题的范例。

突出核心概念，体现课改理念。
数据、算法、信息系统和信息社会是
信息技术学科的 4 个大概念。在物联
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的今天，数据对社会生产和人们
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第 13 题提供
了最新的真实调查数据，学生在图
表中能够直观看到今年 3 月份“在
线教育”用户量的急剧上升；而第
16 题则直接涉及“数据整理”“数据
分析”的操作，通过两个城市的温度
数据计算温差持续时长，代码简洁，
给学生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数据处理案
例。

技术 学以致用
（信息技术）：体现课改理念

温州中学正高级教师 谢作如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高级教师 魏雄鹰

2020 年 7 月的通用技术选考试
卷，考试内容广度合理，深度合
适。强调素材、情景与核心素养相
结合，稳中有变，变中求新。

试题设计回归教材、强化基
础。如在选择题中第 4、5 题的尺
寸标注和工艺，第 6 题的结构受力
形式，第 10、11 题的元器件识别
和万用表应用等都体现了这种特
点。试题不偏不怪，学生相对比较
熟悉，具备了一定的上手度；同时
又有足够的灵活性，不靠死记硬背
获得分数，有较好的区分度。

情景设计真实、精准。譬如第
7 题防疫通道的安装流程是从近期
的热点问题中被发现、挖掘的情景
资源。而作为通用技术的最大特色
题目的设计题，则是让学生设计一

个防止车辆占用小区消防通道的隔离
装置，在这个真实情景下，各小题的
设计具有层次性、开放性和专业性，
能给学生提供定义任务、分解任务和
完成任务的机会。

重 视 对 “ 图 样 表 达 ”“ 创 新 设
计 ”“ 物 化 能 力 ” 等 核 心 素 养 的 考
查。以体现“图样表达”的试题为
例，第 16 题的三视图补线，以及电
控部分各种电路图的理解等等。还有
部分试题要求多种素养的综合运用，
如以第 14 题为例，首先是关注“创
新设计”，针对台虎钳钳口的不足提
出改进设计；其次是让学生完善某设
计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考查学生的

“物化能力”；最后是通过 4 个方案中
剖视图的认知考查学生的“图样表
达”能力。

技术 稳中求新
（通用技术）：彰显素养导向

金华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黄越祥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何威年

蒋炜宁 黄梓馨 鲍夏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