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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北京市【朝阳区】高三二模理综考试整体评析 

【化学部分】 

 

    2018 年北京朝阳理综二模化学试卷，与往年 7 道选择和 4 道大

题的出题形式相同， 整体比较稳定，试题难度变化不大，难度系数

维持 0.7 左右。同时稳中有变，变中出新，加大了对分析、解决、

探究能力等科学素养的考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时政热点和科

技前沿的考察。 

一、 内容较常规： 

各模块分值分布 

 

 

从卷面看，各模块的考查特点如下： 

1.基本概念： 分值比较稳定， 考查仍然侧重基础知识，难度不大，

考点主要集中在氧化还原和离子反应。 

2.基本理论： 较 2017 年分值有所增加， 重难点的考查基本不变。 

在掌握核心知识点的基础上，熟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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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素化合物： 分值与往年基本持平， 知识较零散，在理综试卷中

的考查综合性很强， 是实验题的基础， 为避免知识漏洞，需要形成

知识体系并加强综合应用。 

4.有机化学基础： 分值稳定， 1 道选择和 1 道推断大题，难度中

等，主要考查学生对有机基础的掌握，陌生信息的运用、有机合成思

路，灵活的将正推逆推挤推等推断方法结合起来解题。 

5.化学实验基础： 实验的考查分值增加，注重了化学学科思想的重

要性。 出题形式是选择题、和实验探究题， 需要学生具有扎实的学

科基础、分析能力和一定的学科思想。 

 

二、细节定成败 

试题注重对化学知识的细节考查， 由对结果转向对过程的考查， 

从而检查了学生经过高中三年的学习过后，对《 2017 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卷考试说明》中要求掌握的知识是否还存有

漏洞。 例如： 第 12 题，掌握物质基础性质的同时，要结合实验现

象分析具体性质的体现。 

 

三、 练习前沿热点，注重素养考察 

试题联系了可燃冰开采、超高强钢、合成全氮阴离子盐、煤制乙醇等

科技前沿和社会热点，这些背景材料都是环境及资源化学研究的前沿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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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出时代特色 

试卷中第 6 题、第 9 题，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思想。除了展现化学学科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外，也引导学

生在资源、环境保护等全球视野等问题上进行思考。 

 

整体试卷， 选择以考查基础为主，综合性、开放性稍有加强，化 

学基础扎实，选出正确答案不难。大题考查基础＋能力，若考生有扎

实的学科知识作为基础并且有快速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加上高中三

年逐渐培养起来的化学学科思想，相信完成主观题部分也会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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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部分】 

※试卷总评： 

2018 年朝阳二模难度适中，题目的图文信息非常丰富，基础题型比例较大，而应用能

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多出现在填空题中，单选题和填空题难度基本持平，学生需要扎实

的基本功才能理解题干并作答，整体和高考出题思路非常接近。 

※题型简要分析 

朝阳二模第一题和第五题单选题难度不高，而第二题至第四题综合考察文字或图像信息

的提取能力以及所涉及模块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而每个选项也有一定的信息量，这需要考生

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单选题整体难度不高，依旧需要考生细心读题作答，不然很容易出

现失误。 

本次朝阳二模的三道大题以动物背景、植物背景以及分子与细胞背景出题，生态背景题

目分散在单选题和 31 题少量考察，且难度不高。说明朝阳二模重视个体水平和细胞分子水

平的考察，生态模块在本次试卷只起到辅助和点缀作用。 

29 题和 31 题两道题非常相似，皆为实验设计题和信息题的综合，除了对题目知识背

景的考察外，两道题目并未过多考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计技巧，而是集中考察实验结果的

分析和处理，29 题的结果以表格形式呈现，31 题以柱形图形式呈现，说明本次二模希望考

生重视对实验结果的数据分析和解释，和朝阳一模大量考察自主实验设计的题目配合在一起

有相辅相成之感。 

30 题是一道较为“纯正”的遗传题，虽然在考题中综合了遗传定律、遗传分子基础、

遗传变异以及分子杂交技术，但题目的核心还是遗传定律，其“判断性状——判断遗传方

式——变异类型——分子机制——基因和性状关系”的出题思路和朝阳一模的遗传题的非

常类似，只不过添加了少量基因对性状的控制的知识点。如果考生在一模之后依照该思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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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今年朝阳二模遗传题不算困难。 

 

※试卷卷面考点分布 

 

 

考点方面，本次朝阳二模对遗传和实验的考察较为偏重，遗传题目的核心是遗传规律，

而多数实验类题目都是题目信息整理和分析，背景涵盖植物激素、免疫调节、遗传、生态等

模块。朝阳二模试卷的题目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知识界限，通过题目信息或实验来进行知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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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内部或知识模块之间的跳跃，需要考生对每一个章节知识体系都较为清楚才能跟上题目思

路，不然可能会出现读不懂题目或无法进行知识综合的情况。 

※能力分布 

 

本次朝阳二模考察回归基础，但试卷中对理解能力的考察多为通过给定位文字、图表或

表格进行描述和转换，或对相应信息进行分类和归类，并非简单考察知识点的记忆情况，所

以还是有一定的综合性和难度的。 

 

※复习思路： 

1. 完善知识体系，进行查漏补缺。一模练能力，二模补基础。一模之后大量的能力提

升训练让考生理解实验题和遗传题的出题思路，并能更快找到信息题的读题诀窍，

但一些知识细节可能会因为长久不练而遗忘。推荐进行一些基础概念填空训练或头

脑风暴训练，把某一单元的知识构建成思维网络，再将不同单元的知识点联系起来，

以此来寻找知识点衔接处的所谓“灰色地带”或“模糊领域”并加以补全。 

2. 适当练题，并订正和阅读错题。答错的题比答对的题要有价值得多，题目在精而不

在多，分析错题有助于减少连续刷题导致的倦怠和疲惫，且大大提升复习效率，节

省体力。在此推荐考生可把近两个月完成的试卷和作业整理好，仔细浏览出错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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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了解错误点并订正。如有精力和时间可以尝试改进错题，提升题目的综合性，

并简单回顾与出错点有联系的其他知识点，以便把弥补好的漏洞加入到自己的知识

体系中。 

3. 用一模题进行适量的模拟训练。考试时紧张氛围可能导致考生出现失误，经历过学

校的大考小考，广大考生已经基本适应了高三的复习状态，甚至已经开发了一套适

合考生自己的答题策略。二模之后的大考只有高考，考生可在最后一个月继续适应

自己的答题策略，并把今年的模拟题计时重做一遍，以检测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上的

进步。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 1 对 1&新东方在线&东方优播联合出品 

【物理部分】 

本次二模考试的难度相对于一模考试在难度上基本持平，每一个

部分的题型可以看出在刻意贴近高考的试卷形式同时也带有对一些

“冷门”知识点的关照，具有比较强的积累意义。 

选择题，注重对基础的考查，强调学生对基础章节的掌握。 

2015 年以来，高考中对恒定电流部分的考查主要是在选择题部

分进行，本次二模测试 19题也是在恒定电流和电学实验部分的内容。 

最后两个计算题目，在近几年的考试题目中均可以找到原始模型，

如果学生对近几年考题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完全可以顺利解决甚至短

时间内拿到满分。 

以下是各模块分值分布： 

 

 

以下为具体分析： 

一、选择题 

第 13题，基础题，光学，不同频率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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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题，基础题，原子物理部分三种射线的性质。 

第 15题，基础题，简谐运动图像的分析问题。 

以上三个选择题均为一般模拟测试题的“标准送分题”，在“高

考模拟题目分类汇编”（由优能中学产品中心提供）中均可找到相同

题目。 

第 16 题，基础题，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卫星绕中心天体做匀

速圆周运动的典型题目，可以利用口诀秒杀。 

第 17 题，基础题，正余弦式交流电图像的基础性质问题，选项

中涉及简单的计算问题，但是选项的设置可以直接让掌握熟练的学生

选出正确选项。 

第 18 题，简单综合题，以传送带模型考查功能关系问题，不涉

及牛顿第二定律以及相对运动的考查，难度不大，只需要考生对传送

带上的功能关系有充分了解即可。 

第 19题，实验基础题，考查学生对“描绘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

的实验结论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简单测电阻方法的掌握。 

第 20题，量纲推导问题，在 2015年海淀一模之后首次在主城区

的模拟考试中出现，有一定难度，掌握方法即可顺利拿分。由于近几

年的高考题目以及模拟题目考查更多的是材料阅读与基本物理原理

的结合的问题，故该题目有一定的积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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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第 21题，实验部分。 

（1）中考查热学实验“油膜法测分子直径”的操作顺序和直径表达

式，不涉及计算和误差分析，难度较低，只要求学生对实验基本原理

和操作有了解即可。如果为了这个实验部分的彻底掌握，可以参照其

他年份的模拟题目相应专题进行关联复习。 

（2）中考查探究物体加速度与受力之间的关系，整体难度不大，但

是最后一问中考查了“加速度与物体质量的关系”，题目本身难度不

大，但是如不小心，容易扣分。 

第 22题 

计算题基础题涉及简单的动能定理，动量守恒定律以及机械能守恒定

律的计算问题，属于常考，送分题。 

第 23题 

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问题，属于电磁场部分重点题目之一： 

（1）中考查带电粒子单纯在磁场中的圆周运动问题 

（2）a 中考查速度选择器的应用问题，属于基础问题。 

b 中，考查电磁复合场问题，2016 年朝阳一模试题 23 题同一位置，

考查了学生对该模型的定性轨迹分析，今年考查基础定量计算，涉及

知识点综合度较高，但属于常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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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题 

根据基本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将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电磁学计算题进

行了综合考查。 

题干和 2016 年海淀一模 24 题完全一样，（1）和（2）的 a 问都属于

涡旋电场基础问题，故该题目可以轻松拿到一半的分数。 

b 问中，考查微观模型的构建推导电流的表达式，利用电流稳定时电

子的受力平衡进行推导。该问题在表达和命题点模仿 2014 年痕迹较

强，考查学生对往年高考题的了解程度。 

（3）问中，通过电阻的定义式与电阻的决定式进行综合，同样的思

路在 2016 年丰台一模 24题中有同样的考查，难度不大，也是考查学

生对往年模拟题的熟悉情况。 

总结以及后期冲刺建议： 

本次朝阳二模的考试情况基本没有逃离往年测试题目的范围，创新度

不够，也就是说，只要是对往年的高考题目以及模拟题目有足够的积

累，那么一定可以在短时间拿到高分甚至满分。 

如果对于本试卷中的问题感到陌生或者是不够熟练，那么表明学生的

模型积累还有比较大的问题，在知识迁移和模型构建方面还不够熟练。

在冲刺阶段，一定要明白高考考的是学生对一个知识点熟不熟，而不

不仅是“会不会”，只有熟练了，才能够在新的背景中进行迁移，应

用，拿到满意的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