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艳萍

2017 年起 ， 上海市外语科目的高

考首次一年两考。 1 月份的首场英语听

说测试的特点也许能够为即将到来的

英语高考提供一些参考。
春考中英语的两大热点引起关注：

一是考生听力测试和口语应答采用人

机对话 ， 并通过语音识别技术智能评

分 。 二是该部分由学业水平考试升级

为高考必考项目并以满分 10 分计入高

考成绩， 体现出听说测试的重要性。
这一改动的信号十 分 清 晰 ： “哑

巴英语 ” 时代重笔试轻口头的做法已

经终结 ， 新高考已将听 、 说 、 读 、 写

都纳入综合考核体系 ， 更加突出对语

言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 ， 也进一步体

现出由对单纯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

的考察转向在鲜活的语境中考察语言

交际功能运用的命题指导思想。
从题型看 ， 听说测 试 的 加 入 使 得

像以往那样只是埋头刷题的办法行不

通了， 尤其是对于不太擅长开口 “说”
的考生而言 ， 想要在听说测试中取得

高分并非易事。

第一大部分
Speaking

口语部分主要以情景提问为例进行

分析。 该环节中， 学生需要根据给出的

情景提出两个问题， 要求符合情景设定、
内容恰当， 语言正确。

该部分考查的主要是通过听力材料

来获取、 理解信息的能力以及按情景或

要求进行询问以获得所需信息的语言运

用能力。 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能同为一般

疑问句， 但可以是一个一般疑问句一个

特殊疑问句， 或者两个都为特殊疑问句。
考生在处理这一部 分 时 主 要 存 在

的问题是思维模式较为单一 ， 问题种

类比较局限 ， 考生提出的多为比较宽

泛 的 问 题 ， 如 “ Do you like it?”
“Was it good?” “What do you think
of … ?” “How do you like… ?” 等

等 ， 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无法提出针对

细节的特殊疑问句 ， 也存在两个问题

实质上针对同一信息的情况。
其实 ， 导致考生在 这 道 题 目 上 卡

壳的主要问题往往不在他们的英语水

平 ， 而是他们的思维能力 ： 很多考生

更习惯于别人问自己答的模式 ， 而需

要自己发问的时候 ， 往往压根儿想不

出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考生可以先就听到 的 信 息 进 行 初

步整理 ， 先提炼出关键词 ， 然后 ， 从

英文中对于所需获取的信息提问时一

般 最 常 用 的 wh-词 入 手 ， who, what,
when, where, which, why, how 等 等 都

可以是同学们用来提问的角度 。 比如

大家听到一句 Your friend has returned
from a musical festival. You ask him
about the festival. 大 家 可 以 迅 速 锁 定

musical festival 为关键词 ， 那么时间 、
地点 、 内容 、 特色 、 价格 、 同去的人

员等细节问题都可以成为提问内容。
另外， 该部分的目的是考察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能力，因此所给出的情

景设定一般都是比较贴近考生现实生活

的普通情景，如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以及业余生活、文化娱乐、校园生活等等，
考生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所以这也要求

考生在平时生活中做个有心人，对于一些

常见的场景要多加留心，并对相关的表达

方式进行有意识地积累、 整理和总结，这
样才能在考场上信手拈来、从容应对。

第二大部分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该部分的两个题型 都 属 于 综 合 式

考试 （integrative test）， 即 考 生 在 答 题

时 需 要 综 合 运 用 多 种 语 言 成 分 或 技

能 才 能 完 成 ， 强 调 语 言 熟 练 度 的 整

体 性 。
高考听说测试中 ， 考 生 必 须 首 先

具备较好的听力水平 ， 把材料全部听

懂理解，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口头回答。
所以 ， 如果一个考生听力很好但是口

语较弱， 或者听力不好但是口语较强，
都不可能得到太高的分数。 客观讲来，
这样的考核方式才更加接近现实生活

中语言交际活动。
就新高考而言 ， 听 说 部 分 的 设 计

也的确能更好地体现出对考生语言实

际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视。
那么，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一、 快速应答部分
该部分要求考生根 据 所 听 到 的 句

子快速进行反应作答， 要求语言正确、
结构合理 、 符合该社会情境并能较好

地完成交际功能 。 该部分考查的语言

运用能力主要是先通过听的方式获取

并理解信息 ， 在此基础上按情景或要

求做出恰当的反应并用得体的语言进

行表达的能力 。 从考生的答题情况来

看 ， 考 生 普 遍 在 这 一 部 分 失 分 较 多 。
其实对大部分考生而言 ， 听懂第一句

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 主要是在应答

部分回答不够理想 。 这主要是因为考

生在语言运用中不能够迅速判断题目

所考查的语言交际功能 ， 导致回答出

现方向性的偏离 ； 此外 ， 在回答问题

时受到中式思维的限制 ， 脱口而出的

多是 “中式英语”， 也表现出考生的语

言 综 合 运 用 能 力 的 欠 缺 。 具 体 来 说 ，
考生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熟悉语言的日常交 际 功 能 。 仔 细

看题目 ， 不难发现该部分考察的多为

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交际功能 ， 如 ： 问

候 、 致谢 、 同意或不同意 、 请求与帮

助 、 请求允许 、 祝愿 、 发出邀请 、 道

歉、 安慰和鼓励、 请求建议、 告别等。
今年的题目 12 套听说测试平行卷中几

乎涵盖了以上提到的所有交际功能。
兼 顾 合 作 原 则 与 礼 貌 原 则 。 快 速

应 答 题 型 不 仅 仅 考 察 了 考 生 的 语 言

基 本 功 ， 也 对 考 生 的 语 用 能 力 提 出

了 一 定 的 要 求 。 讲到语用能力 ， 就必

须 提 到 著 名 的 合 作 原 则 和 礼 貌 原 则 。
这 两 条 原 则 是 言 语 交 际 活 动 中 应 当

遵 守 的 两 条 重 要 的 语 用 原 则 ， 是 保

证 言 语 交 际 任 务 得 以 顺 利 进 行 的 必

要 条 件 。
在此提醒考生的是 ， 除 非 某 些 特

别的情景事先预设了考生和对话者的

特殊关系 ， 一般情况下建议考生将自

己 放 在 与 对 话 者 平 等 的 身 份 角 度 上

（如同学、 朋友） 来进行应答， 应答时

候应注意秉承友善 、 积极 、 正向的处

理原则 ， 避免质疑 、 苛责 、 抱怨等不

友好或负面情绪的带入。
运用英语文化中的思维习惯。
由 于 长 期 受 到 中 式 思 维 的 影 响 ，

在英语交际环境中不能及时地切换到

英语文化思维 “频道 ” 而导致应答不

够得体的情况在中国学生的表达中比

较常见。 如一方用 I’ m going to … .
Would you like to go with me? 发出邀

请 ， 许多中国学生在表示拒绝的时候

往往来一句直截了当的 Sorry, I have to
… 。 事实上， 西方人如果要拒绝一般

都会比较礼貌和委婉 ， 即先表示出肯

定的意愿 I’ d love to, 然后再非常遗

憾 地 表 示 自 己 无 法 前 往 的 原 因 but I
already have an appointment。 再 有 ，
如 果 给 出 的 上 文 是 Congratulations on
…, How did you make it? 在回答时也

应该先大大方方 说 一 句 Thank you 作

为对对方祝贺的回应 ， 然后再着手回

答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二、 听短文回答问题
这部分要求考生在 听 完 一 篇 小 短

文后口头回答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

往往是短文中所给出的信息 ， 第二个

问题是关于考生个人观点和看法的开

放性问题 。 这考察的是根据所听材料

内 容 回 答 问 题 ， 并 表 达 个 人 的 观 点 、
感受或作出评论的能力 。 其中第一题

往往是考察短文中心思想或主旨大意

类的 ， 需要考生迅速抓住别人要表达

和 强 调 的 重 点 。 想 要 回 答 出 第 一 题 ，
又要谈到思维能力 ， 考生需要了解英

语文章的组织结构方式 ， 在听的过程

中注意区分哪些是主题句 ， 哪些是支

持句 ； 哪些是陈述 ， 哪些是例证 ； 哪

些是观点， 哪些是事实。
能 力 的 提 高 需 要 循 序 渐 进 积 累 ，

所 以 高 一 、 高 二 的 学 生 应 及 早 准 备 ，
英语听说练习的苦功都在平常 ， 临时

抱佛脚是无法取得能力上的根本突破

的， 只有重视平时的积累， 循序渐进，
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 英语测
试学博士， 英语高考阅卷中心组成员）

■金惠珍

今 年 的 等 级 性 考 试 安 排 在 5 月

6、 7 两日 ，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个月

的时间，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步呢？ 就

关于生命科学学科而言， 我认为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把握考核方向

在生命科学课程的学习中， 我们

要了解生命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应该具

有的素养。 但也要认识到， 考核中测

量目标只能是包括部分可测的与学习

目标相对应的学习成果。 因此， 我们

既要关注课程标准的要求， 又要根据

考核的特点， 把握考核的方向。 我们

只有在总体把握考核方向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 着 高 考 改 革 推 进 ， 高 考 试 题

更 加 突 出 基 础 性 、 综 合 性 、 应 用 性

和 创 新 性 ， 强 调 学 科 能 力 和 学 科 素

养 考 查 。 其 次 ， 今 年 是 新 高 考 第 一

年 ， 无 论 学 习 内 容 还 是 考 核 难 度 都

有所变化。
例如， 《上海市中学生命科学课

程标准 （试行稿）》 调整意见中明确

指 出 部 分 内 容 不 作 教 学 要 求 ， 包 括

“微生物的共性”、 “多基因效应” 和

“生物工程中的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

技术”； 部分学习内容难度下降， 包

括 “水和电解质的平衡及其调节” 学

习水平由 C 降低为 B、 “连锁和互换

规律” 学习水平由 B 降低为 A。
又 如 ， 由 上 海 市 教 委 教 研 室 编

写的 “生命科学学科教学基本要求”
中 ， 在 “说 明 ” 部 分 也 有 对 部 分 内

容 的 学 习 要 求 进 行 解 读 ， 包 括 “关

于 内 环 境 的 学 习 ， 不 要 求 记 忆 有 关

的具体数值”、 “关于遗传信息的表

达， 不涉及遗传密码的记忆”， 同时

对 涉 及 到 计 算 内 容 的 学 习 要 求 也 有

相应的说明。

重视基础再落实

鉴于等级性考试要求控制难度系

数在 0.75 的这样一个目标 ， 我们可

以推知， 等级性考试主要考核的是学

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因此， 我

们切忌在学科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过度

复杂， 而需要扎实落实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 以下题为例。
例 1： 在培养基配制和微生物接

种的过程中， 确保无杂菌污染被称为

无菌操作。 下图中， 符合无菌操作要

求的有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⑤
C．①③④⑤ D．②③④⑤

本 题 考 查 的 是 微 生 物 实 验 中

基 本 的 无 菌 操 作 技 能 ， 如 果 微 生

物 内 容 教 学 中 没 有 切 实 落 实 微 生

物 实 验 的 基 本 学 习 要 求 ， 势 必 错

选 频 率 很 高 。
因此， 考前一个多月时间里， 我

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教材、 整理笔记

和学案、 经历实验过程等途径筛查和

弥补缺漏， 确保将生命科学学科的基

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落实到位。

关注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重 视 基 础 知 识 的 落 实 ， 不 等 于

死 记 硬 背 。 经 常 会 有 一 些 学 生 对 于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娴 熟 于 心 ， 但 一 遇 到

具 体 情 境 却 束 手 无 策 。 以 下 面 的 题

目为例。
根据体重指数 （BMI） 可判断人

的肥胖程度。 某医院对不同类型妇女

体 内 血 脂 水 平 的 检 测 结 果 如 下 表 。
（甘 油 三 酯 TG， 总 胆 固 醇 TC.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表中数据并结合图示推测，
若不进行人为干预， 肥胖妇女血脂水

平会 ___ ， 理由是 ___ 。 (图略)

本 题 考 查 知 识 点 对 大 多 数 学 生

不 成 问 题 ， 但 如 何 运 用 知 识 结 合 题

中 情 境 做 完 整 、 逻 辑 清 晰 的 分 析 却

成 最 大 的 障 碍 。 本 题 的 命 题 就 是 关

注 了 考 查 学 生 解 决 真 实 情 境 中 的 生

物 学 问 题 时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生 命 科 学

核心素养。
因此， 在临近考核前的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 我们还必须关注生命科学

核心素养的提升。 我们在平时的习题

训练中， 不要过多关注标准答案是什

么， 而是要审视自己在思考问题时的

逻辑方法是否有偏差， 我们可以通过

强化对结合具体情境的生物学问题的

分析过程来发现问题， 只有让自己具

备了生命科学学科的核心素养， 我们

才能避开题海， 从容应答。
（作者系上海市西中学生命科学

学科教师， 区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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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琨

“3+1” 时代： 耍赖的人生观
和跛足的学科体系

十几年前 ， 一位大 学 教 授 对 从 事

基础教育的老师不客气地讲了一个案

例 ： 教授要刚考进大学的学生配制生

理盐水 （百分比浓度为 0.9%）， 某学生

将 9 克的氯化钠溶解在 91 克水里， 折

算 下 来 浓 度 为 9% 。 大 学 教 授 非 常 愤

怒 ， 这样的浓度相当于腌咸肉 ， 若输

进人体里 ， 岂不是要人命 ？ 但更让教

授愤怒的是 ， 学生解释 ： “我高考时

没 有 选 化 学 ！ ” 不 仅 是 犯 了 ， 还 要 逃

逸 ， 毫无责任担当意识 。 考生高分背

后隐藏的低能低情商暴露无遗 ， 金刚

钻很难在这样的胚子上进行雕琢。
这 是 “3+1” 高 考 时 代 出 现 的 现

象 。 高三的学生除了语 、 数 、 英三门

功课外， 再加选一门， 但实际情况是，
很 多 优 质 学 生 难 以 选 择 ， 比 如 物 理 、
化学 、 生物都学得很好 ， 放弃哪一门

都不舍得 ； 任课教师也不舍得 ， 高考

科目的分数基本上是评价教师工作业

绩的指标 ， 门下有一批尖子学生 ， 省

力不少， 还易出成绩。
在高二面临学生分 科 的 时 候 ， 各

选科老师便有意无意地拉拢优秀学生：
物理老师说 “选物理的话报考大学专

业选择面广”； 化学老师说 “这几年化

学考题都很稳定 ， 高考可以冲高分 ”，
云云 。 高一高二的学习已经将学科的

核心知识教授给学生 ， 并以会考形式

进行了裁定 ， 外加理 、 化 、 生的实验

技能考试 ， 高三的选科学习也只是在

题型上做了难度设计 ， 并没有在核心

知识 、 技能操作上做突破 ， 这个可以

通过学生进入大学后对知识的保质期

进行评价反思 。 但学生对自己的心理

暗示 ： 我没有选物理 ， 可以不懂牛顿

定律 ； 没有选化学 ， 可以不懂 “元素

周期律”； 那么不学政治， 就可以不懂

“量 变 质 变 ” 、 不 懂 市 场 经 济 吗 ？ 用

“我是文科生” 托辞自己逻辑思维能力

的欠缺 ， “我是理科生 ” 则理所当然

可以没有人文素养， 这是一种 “耍赖”
的人生观 ， 跛足的选科学习使得学生

精神上也跛足。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 如 海 绵 一 样

吸收各种知识 ， 到了大学 ， 跨专业辅

修课程 ， 获得双学位 ， 进入社会后就

是 “U 盘” 型的人才， 到什么岗位都有

适应的插口 ， 遇到职业困境也不会慌

乱 ， 这不是单一的学科给他 （她 ） 教

授的能力 。 而当一些学生学得痛苦的

时 候 就 会 问 ： 学 这 些 到 底 有 什 么 用 ？
数 学 学 那 么 多 ， 进 入 社 会 后 只 用 到

“加减乘除 ”， 连平方都没机会用 ？ 学

文言文有什么用， 还会和古人对话吗？
不进化工厂 ， 学化学有用吗 ？ 但从不

会问 “吃饭有什么用 ？ 打游戏有什么

用？” 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 学生发

问道， 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 欧几里

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 还讽刺他道： 这

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 教育倡导

的 “学以致用”， 并不仅仅是实用主义。

“3+1+X” 时代： 高三多了一
门 “卤水拼盘” 课

上海在 2001 年~2012 年间实施过

“3+1+X” 考试模式。 那个 “X” 是综合

能力测试， 是 2001 年随着全国高考科

目改革而推出的一项改革， 目的在于引

导考生注重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 来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 ， 以适应当今 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 ， 学科渗透 、 交叉 等

普遍现象。
高考中的综合能力考试题内容来自

政治、 历史、 地理以及物理、 化学、 生

物等六科 。 综合能力考试试卷分为 两

张： 一张适合文科考生的试题， 内容侧

重在文科， 文科内容多于理科； 另一张

试题内容侧重在理科， 理科内容多于文

科。 卷面分数为 150， 取 20%为高考分

值。 为应对综合能力测试， 高三有一门

课像 “卤水拼盘”， 一个月是物理老师

上、 下一个月是化学老师上、 后来是地

理老师上。 2012 年 ， 鉴于高考综合测

试科目的成绩分差、 区分度是不太大，
也为了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考 试

压力 ， 上海市教委宣布从那年起上 海

高考取消统一高考科目设置中的 “综

合能力测试”， 高考的总分由 630 分变

为 600 分。
现今世界整个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之

一就是 “学生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

一个学生最有用的基础素养， 所谓 “做
什么都离不开”， 它能深刻影响甚至决

定一个人的格局与发展 。 核心素养 是

“知识+能力+情商” 的集合体， 且超越

学科范畴， 并需用人类最前沿的科普性

知识， 不时予以淬炼与激活， 用斯金纳

的话说， 就是 “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

忘掉以后， 剩下的那点东西”。 为什么

要强调核心素养 ？ 未来的创新经济 模

式， 各行业发生了变化， 靠经验已经不

行了 （如学好数理化 ， 走遍全天下 ），
要靠集体智力 ， “大众创业 ， 万众 创

新。” 将 “核心素养” 纳入到国家战略

层面， 彻底扭转应试倾向， 强化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增加教育附加值， 培养能

在国际上叫板的大才， 为目前基础教育

的当务之急。

“3+3” 时代： 提倡培养核心
素养

2014 年入学高中、 2017 年即将毕

业的学生正在接受高考 “3+3” 模式的变

化。 其实这和中考的语、 数、 英加理化

合卷形式一致， 学生基本只经历一次高

考， 对他们而言， 无所谓变和不变。 从

某些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学生自主选

择 “+3” 学科的结果来看， 理、 化、 生

三门均选的考生占比较高， 说明学生对

初中的理科学习有延续性的渴望。
这里排除有些学 校 对 学 生 进 行 过

“战略性” 指导选科， 如有些学校就规

定学生必须在高二全部选考地理等级考

以减轻在高三时的应考科目。 感觉到明

显变化的是长期从事 “3+1” 加 1 学科

教学的老师： 一是 “3+1” 时选考 1 科

目的学生群体小， 质量优， 现在每个学

生有选三门的权利， 群体自然变大， 如

某区选化学科目的学生由以前的 800 人

上升为 1900 人； 二是教学要求的变化，
删减了部分知识点， 降低了考试难度，
由 0.65 变为 0.75； 三是课时减少 ， 考

试题量和时间均减少。 一个小时的考试

时间， 不可能对所有知识点都覆盖， 教

师要研修学科的核心知识， 命题者要考

核心内容。
笔者研究了各区县、 各校出的化学

等级考试卷， 发现通过研讨交流， 大都

快速调整命题思想， 突出 “物质结构”、
“平衡原理”、 “化工生产”、 “有机合

成” 等内容， 特别摒弃了一些 “死记硬

背 ” 的题目 ， 杜绝了偏题 、 怪题的 出

现， 在引导学生把握学科思想的论述题

上进行了设计： 如评价一种生产工艺的

优缺点； 从微观层面分析宏观物质的性

质； 强调 “结构决定性质， 性质决定用

途” 的学科特色， 抛弃了以往大量和学

科内容无关的计算题， 实在是对化学教

学的解放。 解放了的化学教师， 有时间

把课堂搬进实验室， 给学生更多情境学

习的机会。
只教核心知识， 给学生一个支点，

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走进生活、
走进图书馆， 让他们去感受体验、 扩大

视野， STEM 课程和青少年科技创新比

赛的推广也是和考试改革的理念相辅相

成的。 脚手架之于建筑固必不可少， 但

搭设再多脚手架， 也不是建筑本身。 今

日的教育热衷搭脚手架， 师生在课堂内

外耗费太多光阴， 学生除了考试， 一无

所能， 包括生活技能。
所有的教育应该是自我教育， 教师

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智识热情， 将他们

领进门去， 在适当时候将探索知识的任

务交还给学生本人。 中国人民大学高钢

教授发现， 那些 “在中学近乎残酷的学

习竞争、 同类拼杀中脱颖而出进入所谓

好大学的学生， 他们觉得人生中最难达

及的目标已经实现。 在经历了初中、 高

中强大的心理和生理的重压之后， 他们

普遍疲惫不堪、 身心损伤。” 笔者在浙

江一所高考成绩优异的名校学习时， 校

领导介绍学校的管理， 自豪地说 “我们

的心理教育、 心理辅导已经常态化了！”
这个 “常态” 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青少

年的常态不是 “无忧无虑” 吗？

卸下沙袋跑步，“3+3”大于 6
有人担心选考不同学科的学生通过

等级划分， 若都被评价为 A， 他们的能

力会是一样的吗 ？ 俗话说 “术业有 专

攻”， 物理学得好的就比选考地理的考

生聪明、 能力强吗？ 台湾作家蒋勋以为

“一个成熟的社会， 应该是每一个角色

都有他自己的定位， 有他不同的定位过

程， 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

色 。” 这种成熟的社会是崇尚平等的 。
现今存在的职业地位不平等， 就是影响

学生在职业选择中不敢遵从内心所愿、
盲从他人的原因， 各阶段的升学择校引

发的社会焦虑也源于此。
填报志愿时， 那些所谓的热门、 冷

门专业都有时效性的， 随着社会高速发

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 高科技的出

现又精简了很多传统行业对人才的 需

求。 时代永远是在发展进步的， 孩子未

来面临什么?孩子的核心能力一定是做

卷子拿高分吗？ 能确定的是， 只有教给

孩子尊重自己兴趣喜好、 用接受了多学

科教育的视角来分析未来社会以及终身

保有学习的兴趣 ， 学生的 “后基础 教

育” 生活才会充满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创

造力， 才有认可幸福生活的谦逊、 承受

挫折的气度。
若有人说 “3+3” 较之 “3+1”， 学

科数量增加 ， 不就意味着增加负担 了

吗？ 试想去吃 “自助餐” 的顾客， 会把

每道菜都吃遍、 把自己肚子吃到爆吗？
理智的选择还是吃自己喜欢的、 品质高

的菜 ， 其他的不过开开眼界 ， 点到 为

止。 正确诠释 “3+3” 在学业广度、 深

度上的设计 ， “+3” 的三门学 科 是 学

生在认真学习各门功课后自主选择的兴

趣科目， 任课教师在 《学科基本要求》、
即将出炉的 “等级考” 试卷的命题思路

指导下， 把握主线知识， 卸下沙袋， 让

孩子轻松地跑起来。 而学生的收获可能

要若干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有显性的 表

现， 相信 “3+3” 的结果是大于 6。
（作者为复旦附中化学高级教师）

新高考时代： “3+3”不等于6

新高考英语，我们该如何应对？
———从 2017年上海春季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看考生综合语言能力的培养

把握方向 ， 重视
基础， 提升素养

———生 命 学 科 等 级 考

复习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