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型 题号 题量

选择题
第1－5题，
第7、9、10

题
共8题

问答题
第6、7、8
题；第11—
—22题

共12题

写作 第23题 共1题

全卷

题型 满分值 及格分

一、选择题 25 15

二、问答题 65 35.4

三、写作 60 36

板块及总
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1 3 拼音

2 3 字形

3 3 词语

4 3 病句

5 3 语意连贯

6 4 语言应用

共23题，满分150分，考试时长120分钟

二、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一、选择题以考查基本知识和信息筛选题为主，要求立足考
纲，理解基本概念，做到又快又准。信息筛选题遵循一读
题，二回原文找，三将选项与原文对比原则。
二、填空题以古文默写及阅读为主。对于课内书本的内容要
细致梳理，对于课外阅读要有语境意识、文本意识和规范意
识。
三、最后一道写作题分值非常大，是分数高低的关键，考查
考生综合运用的能力。考生首先要仔细审题，列好提纲，再
从利益、素材、主题等几个角度综合构思作文。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基础知识

A（16-19分）：优秀
B(16分以下）：
1、提前对拼音、字形、成语等进行积累；
2、积累过程中注意常见错误；
3、养成对基础知识日积月累的好习惯；
4、对病句进行语法、病句类型的体系梳理与
复习。

中考语文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一、试卷结构安排

分数

3×5+4+3×2

4+6+5+4+6+4×3+3×2+4×2+6+2+6

60



7 10 古诗文默写

8 5 字词注释

9 3 文言词语用法

10 3 文言课文理解

11 4 翻译句子

12 6 古诗鉴赏

13 4 文章标题理解

14 4 仿写句子

15 4 论证思路

16 3 句子赏析

17 3 主旨探究

18 4 文章标题理解

19 4 句子赏析

20 6 词语赏析

21 2 人称作用

22 6 写作手法

古诗文默
写与阅读

A（28-31分）：优秀
B（28分）：
古诗默写：
一、 对初中课内及课后88首古诗进行梳理、
背诵；
二、 加强对常考名句的识记；
三、 注意古诗文默写中的易错字；
四、 对初中课内古文课下注释进行体系化梳
理。
古文阅读：
一、 积累和理解初中常考的文言实词、虚词
。
二、 能理解初中课内古文的内容、结构、主
旨。
三、 训练文言句子翻译，做到字字翻译出且
句句通顺。
古诗鉴赏：
一、注意积累课内及课后古诗的课下注释；
二、识记和理解每一首诗的主旨。

现代文阅
读

A（32-40分）：优秀
B（32分以下）
1、对所学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阅读知识
点梳理；
2、对所有题型能够辨识并且熟悉每一种题型
的答题思路；
3、 多读书，强化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理解
。
4、在作答时要有语境意识、文本意识和规范
意识。

写作 23 60 综合运用

A（52-60分）：优秀
B（52分以下）
1、 能从内容、语言、结构几方面把握一篇
作文；
2、 明白自己作文的薄弱项；
3、 针对自己的薄弱项进行专项训练；
4、 平日注重作文素材的积累。



题型 题号 题量

选择题 第1－10题 共10题

填空题 第11－16题 共6题

解答题 第17－25题 共9题

全卷

题型 满分值 及格分

一、选择
题

30 18

二、填空
题

18 10.8

三、解答
题

102 71.2

板块及总
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1 3 有理数

4 3
积的乘方；合
并同类项；同
底数幂的乘法

5 3 多项式

13 3 代数式求值

19 10
分式的化简求

值

一、试卷结构安排

二、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中考数学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分数

30

18

9×2+10×2+12×3+14×2＝102

共25题，满分150分，考试时长120分钟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数与式(22
分）

A（22分）：优秀
B(14-21分）：这个板块的题目大多为送分
题，如果丢分，需要做到：1、认真观察运算
式的结构，明确由哪几个知识点构成。2、加
强计算能力的提高。3、加强对实数等基本概
念的理解，记住运算公式及运算法则，加强
对概念题、计算题的训练。
C（0-13分）：这个板块的分数应当争取一分
不丢，若得分偏低，则是基础非常不扎实的
表现，需要做到：1、重点理解实数的有关概
念及其运算。2、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运算法
则、公式是关键。3、在分式的乘除运算中，
约分是关键，分式的化简求值若出错，关键
是要学会约分。

一、选择题考查基本知识，要求立足考纲，理解基本概念，
做到又快又准。若出现不会的题，可以尝试如：特殊值法、
排除法等来解决。例如第10题难度较大，暂时答不出可做好
标记，先做后面的题，切勿在一道选择题上浪费太多时间。
二、填空题难度较低，注意审题和运算，避免计算失误。
三、17-19题属于送分题，但也是考生容易被扣掉细节分的
题。注意要严格按照格式和题目要求写，将自己的答案与标
准答案进行对比，从平时的练习就要做到一分不丢。20-22
这3道解答题则需要掌握好审题、计算以及思维能力，应用
题要掌握好等量关系的建立。计算结果要写在显要位置，计
算结果要确保准确。



9 3
解一元一次不

等式组

16 3
根的判别式；
一元二次方程

的解

17 9
解一元二次方
程-因式分解

22 12
分式方程应用

题

21 12
反比例函数与
一次函数综合

25 14
二次函数综合

题

20 10
统计与概率综

合

方程与不
等式（27

分）

A(27分）：优秀
B（17-26分）：这个板块如果丢分，说明运
算存在问题，需要做到：1、注意审题要细
心，提高计算能力。上一步计算完了要先检
查才开始下一步。2、分式方程记得要验根。
3、加强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的练习。
C（0-16分）:这个板块得分偏低说明你的计
算能力偏弱，你需要做到：1、理解不等式的
性质，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2、分
式方程去分母时要准确找出各分式的最简公
分母。3、用分式方程解决实际问题时，认真
审题，准确找出题意中所涉及的数量关系，
设未知数，在解题过程中，要注意检验，所
求根既要满足方程，又要符合题意。4、在理
解的基础上，加强一元二次方程的概念的理
解及解法练习。

函数及其
图象（26

分）

A:(24-26分）：优秀
B：（16-23分）：1、若第21题失分，你要重
新掌握直线平移的方法，学会根据题意联立
两函数的解析式。2、对压轴题进行专项练
习，加强对解题模板的归纳与总结。
C（0-15分）：1、学会求一次函数的表达
式，掌握平移的方法，争取按点得分。2、学
会用含未知数的代数式表示三角形的面积，
或者用割补法表示三角形的面积。3、在后期
的学习中，你要学会争取在压轴题能拿一分
是一分。

统计与概
率（13
分）

6 3
中位数；算术
平均数；众
数；极差

A（13分）：优秀
B（8-13分）：这部分属于必拿分，在这个板
块失分，你需要认真读题，提高自己的阅读
能力、分析图表信息的识图能力，有要有意
识培养对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及对问题的表
述能力。
C（0-12分）：如果你在这个板块得低分，说
明最基本的概念都不理解，你需要：1、重新
认识中位数等概念，在理解的基础上解题。2
、注重在具体情境中体会概率的意义，理解
概率对生活指导的现实作用，加强统计与概
率之间的联系。3、对统计与概率进行专项练
习，务必在此板块得高分，以提高基础知识
的得分率。



3 3 三角函数

7 3
菱形的判定；
三角形中位线

定理

11 3
三角形的外角
性质；三角形
内角和定理

12 3
角平分线的性
质；含30度角
的直角三角形

15 3 命题与定理

18 9
全等三角形的

判定

24 14 四边形综合题

8 3
扇形面积的计

算

10 3

圆心角、弧、
弦的关系；全
等三角形的判
定与性质；勾

股定理

23 12

切线的判定及
等边三角形的
性质、解直角
三角形综合

2 3
中心对称、轴

对称

14 3
由三视图判断

几何体

图形的认
识（38
分）

A（35-38分）：优秀
B（23-34分）：1、这部分题大多数在初二学
习，对错误的题，按相应的考点，重新进行
专项训练，对平行四边形、菱形、矩形、正
方形的判定及性质、三角形的相关性质、全
等三角形的判定及性质进行重新梳理，构建
知识网络。2、注意解答题要严格写好解题格
式。3、如果想要得高分，则需要掌握构造全
等三角形、倍长中线法、截长补短法、分解
图形等常见方法的应试技巧。4、希望在压轴
题得高分的同学，每天练习1-2道压轴题，不
断总结解题模板，培养数学能力。
C（0-22分）：1、若这个板块得分偏低，说
明你对图形的性质与判定比较薄弱，需要对
错误的题按对应的考点进行专项训练。2、需
要准确掌握三角形和三角形的相关概念、性
质、判断与解题方法。3、加强对基本方法和
基本能力的训练，强化对基本概念解题思想
的认识。4、加强对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的概念、性质的理解记忆，注意性质的区别
与联系，进行知识归纳。5、掌握三角函数的
概念，学会熟练运用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圆（18
分）

A（18分）：优秀
B（11-17分）：1、这个板块失分，你需要熟
练掌握弧长公式、扇形面积公式等，加强对
综合题的专题训练。2、掌握与圆相关的常用
辅助线做法。
C（0-10分）：1、理解圆的有关概念及性
质，理解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知识点的相
互转化。2、要求熟练掌握弧长公式、扇形面
积公式。3、理解圆柱、圆锥的侧面展形图，
对组合图形的计算要灵活运用计算方法解题
。

空间与图
形（6分）

A（6分）：优秀
B（3分）：1、理解中心对称、轴对称的概念
。2、理解三视图的定义和方法，与三视图有
关的计算。
C（0分）：1、理解中心对称、轴对称的概念
。2、理解三视图的定义和方法，与三视图有
关的计算，进行专项训练。



题型 题号 题量

对话与讲话理解 第1－15题 共15题

语言知识与运用 第16－35题 共10题

完形填空 第36－45题 共10题

阅读理解 第46－65题 共20题

听取信息 A-E 共5题

单词拼写 第66－70题 共5题

完成句子 第71－75题 共5题

书面表达 第76题 共1题

全卷

题号

第1-12题

第13-15题

A-E

第16题

第17题

第18题

第19题

第20题

第21题

第22题

第23题

第24题

第25题

第26题

第27题

第28题

第29题

第30题

第31题

第32题

第33题

第34题

第35题

第36-45题

第46、47、51、
52、53、55、56
、58、61、62、
63、64、65题

第49、57题

第48、54、59题 6分 推断题；根据文段内容推断理解

10分 考察词汇、语法综合运用，结合文意，联系上下文

26分 细节理解题；定位文章内容，进行信息匹配

4分 猜词题；根据词前后内容进行词意猜测

1分 人称代词宾格用法

1分 感叹句中how/what的区分用法

1分 可数名词复数的正确形式

1分 连词，联系上下文分析句间逻辑关系

1分 动词用法，keep doing sth.

1分 副词原级用法

1分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语态

1分 过去将来时

1分 时间介词，from„to

1分 宾语从句语序、时态

1分 情态动词中猜测题型

1分 定语从句先行词选择

1分 动词短语辨析

1分 定语从句先行词选择

1分 现在完成时中瞬间动词与延续性动词转变

1分 条件状语从句中，主将从现用法

1分 副词辨析

1分 代词other家族辨析

5分 听取信息；截取录音中关键信息

1分 不定冠词中an/a用法区分

1分 名词性物主代词及时间介词

二、考点剖析

对应分数 对应考点

24分 对话理解；理解人物关系及对话内容

6分 讲话理解；理解独白主题及相应细节

40

5

5

10

15

共76题，满分135分，考试时长120分钟

中考英语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一、试卷结构安排

分数

30

20

10



第50、60题

第66-70题

第71题

第72题

第73题

第74题

第75题

第76题

板块及总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听力理解 第1-15题 30 听力选择

听取信息 A-E 5 听取关键词

语言知识与运用 第16－35题 20 语法知识

A类生（18-20分）基本功非常扎
实， 另外几所学校在语言知识积累
以及运用方面也表现较好。
B类生（15-18分）基本功较好，其
他各校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指导学
生对基本短语、句式、语法点；记
忆、积累和运用，利用经典题目进
行反复操练。
C类生（15分以下） 基本功不够，
需要加强学习和练习力度和强度，
铺开考点式学习非常有必要。

完形填空 第36－45题 10
语法、词汇灵
活运用

A类生（8-10分）在篇章理解能力上
表现不错，但也要加强对词汇的拓
展和复杂句型的理解力。
B类生（5-8分）在篇章理解能力上
欠佳，需要加强类似话题的练习强
度，同时也要加强对词汇的拓展和
复杂句型的理解力。
C类生（5分以下）对篇章理解能力
弱，需要在词汇和语法以及完型做
题技巧上加强。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A类生（30-35分）要在今后教学中
加强听力技巧的训练，尤其要指导
学生对所听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或转换。
B类生（25-30分）在今后要加大听
力训练的强度。在听的过程中抓关
键词，争取更高的得分率。
C类生（25分以下） 建议中考考试
24个话题反复精听，做层次性练
习，且加大强度。

2分 宾语从句与动词不定式结合使用

2分 非谓语动词中动词不定式用法结合动词短语

15分 完成审、列、加、连、美、改六大写作步骤

2分 情态动词的被动语态

2分 感叹句应用

2分 结果状语从句应用；如此„以致

4分 主旨题；寻找主题句或归纳总结大意

5分 单词拼写；根据句意、词性确定所填写单词



阅读理解 第46－65题 40 篇章理解能力

A类生（34-40分）需加强篇章阅读
和理解方面训练，在指导下进行信
息分析和判断，加强对于语篇的整
体理解和分析能力的训练。
B类生（30-34分）在篇章的整体阅
读训练以及应试技巧有待加强。
C类生（30分以下）应从词汇语法两
大基础项目方面入手，打好基础再
加强技巧训练和篇章训练。

单词拼写 第66－70题 5 单词记忆

A类生（4分-5分）需加强学生词汇
的积累和运用指导，可以要求学生
利用高频词汇进行造句训练。
B类生（3分-4分）还需进一步落实
在词汇，尤其是高频词，方面的积
累与运用。可以有针对性地要求
背诵含有高频词的句子，并仿照例
句造句。
C类生（3分以下）亟需背诵掌握高
频词汇。

完成句子 第71－75题 10
短语、句型结

构

A类生（8分-10分）学生还需花时间
的短语和重点句式的记背，加强重
点句型的训练。
B类生（5分-8分）在重点短语和句
式的积累和运用上还需花大工夫，
可以有针对性地要求学生背诵含有
重点短语和句式的句子，并能仿照
例句进行造句。
C类生（5分以下）亟需背诵掌握基
本高频短语和句型。

书面表达 第76题 15 整体表达能力

A类生（13分-15分）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较强，但是想达到满分水平，
还需针对中考常考写作话题加强写
作训练。
B类生（10分-13分）应该从词、句
着手，加强遣词造句的训练，再训
练篇章的写作。
C类生（10分以下）从基础入手，全
面大强度进行英语科目的提升。



题型 题号 题量

选择题 第1－12题 共12题

填空作图题 第13－19题 共7题

解析题 第20－21题 共2题

实验探究题 第22－24题 共3题

全卷

题型 满分值 及格分

一、选择题 36 21.6

二、填空作图题 25 15

三、解析题 20 12

四、实验探究题 19 11.4

板块及总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5 3 声音基本性质

12 3 回声测距

中考物理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一、试卷结构安排

分数

36

25

20

19

共24题，满分100分，考试时长80分钟

二、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一、选择题考查基础知识，要求立足课本，理解基本概念，
掌握基本公式和基本现象、过程。学生在做题时注意通读四
个选项后做出判断。
二、填空作图题注意用词、用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解析题一般考“一力一电”，需要综合应用审题、思考
、计算的能力，计算结果要确保准确，单位要带入计算。
四、实验探究题从实验器材、实验猜想、数据收集、结论总
结等角度加以考察，建议平时尽量完整完成实验题并把答案
与标准答案做对比，优化语言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对于
实验步骤等一定不留空白，尽量提高答题能力。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声

A（6分）：优秀
B(4-5分）：这个板块的题目考察声音基本概
念，难度较低，如果得分不高，后续复习注
意回归课本复习相关基本概念和规律。
C（0-3分）：这个板块的题目考察声音基本
概念，难度较低，如果得分不高，后续复习
注意回归课本复习相关基本概念和规律。



6 3 平面镜成像

13 3
光的发射、折
射光路图

18 2
平面镜成像、
近视眼的矫正

22 7
平面镜成像规
律的探究实验

7 3
功、功率、机
械效率基本概

念

9 3 平衡力

11 3 压强和浮力

14（甲） 2 力作图题

15 3
功、功率、机
械效率在生活
中的基本应用

17 2
直线运动的基

本计算

20 10
重力、压强、
机械效率的计

算

23 12
密度及的相关
远离和计算

光

A(15分）：优秀
B（10-14分）：这个板块如果丢分，需要做
到：1、认真梳理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
过程及基本特征。2、复习相关光路图的画图
方法，练习作图的准确性。3、相关实验过程
、结论等熟悉掌握。
C（0-13分）:这个板块得分偏低，需要做
到：1、有关光的知识点仔细梳理、总结，2
、典型过程要认知、理解、在练习中熟练掌
握各过程相关光路图、现象、生活中的应用
。3、准确画出光路图，并理解这样画的原因
。4、基本探究实验理解它的过程、记住一些
常考的提问方式和结果。

力

A:(34-38分）：优秀
B：（24-33分）：1、若力学失分，你要回归
力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掌握诸如功、功
率、机械效率的意义和计算方法。2、对力学
中的相关概念学会清楚辨析，例如平衡力和
相互作用力的概念要准确抓住不同点。3、压
强和浮力是难点，熟练掌握每一种压强的计
算方式及注意事项，学会浮力在不同情景下
应用的原理并做出相关的推导和计算。
C（0-23分）：1、力学的每一个概念请仔细
理解。2、每一个公式物理量要准确带入。3
、注意知识与生活的联系，注意会用知识解
释生活，会在生活中应用知识。



2 3
电路的动态变

化

3 3 电磁波

4 3 电动机

14（乙） 2 电路作图题

16 3 电磁铁

21 10
电功率的相关

计算

24 5
电功率的测量

和计算

8 3 比热容的意义

10 3 物态变化

能源和
可持续发展

1 3 可持续发展
A：4
C：（0-2分）：复习能源的分类，知道可持
续发展的意义和相关措施。

物理质量和密度 19 3
密度的测量和

计算

A：3
C：（0-2分）：理解密度的意义，熟练掌握
密度的计算公式，对于物体密度的测量方法
熟练掌握。

电

A（26-29分）：优秀
B（18-25分）：在这个板块失分，你需要回
归电学，提高规律的认知能力，提高过程推
导能力、提高物理量的计算能力。几个典型
实验要总结常见提问方式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实验结论等。
C（0-17分）：如果你在这个板块得低分，你
需要：1、仔细梳理电学的相关概念。2、重
新学习电学中物理量和关系。3、多对电路的
变化进行推到，学会动态分析、故障判断等
。4、对几个电学实验总结实验原理、过程、
数据分析和结论描述等。

热

A：6
C：（0-5分）：复习过程中注意各物态变化
过程的现象、条件。对比热容、热值等概念
理解清楚，简单计算做到又快又准。



题型 题号 题量

选择题 第1－20题 共20题

非选择题 第21－29题 共9题

全卷

题型 满分值 及格分

一、选择题 40 24

二、非选择
题

60 36

板块及总
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1 2
物质的变化与

性质

5 2 物质的分类

9 2
化合价与化学

式

16 2
化合价与化学

式

21 6 化学术语

基本概念
与基本理
论（14
分）

A（14分）：优秀
B（9-13分）：这个板块的题目大多为送分
题，如果丢分，需要做到审题要仔细，养成
良好的答题习惯，例如圈出题干中的关键词
如“不正确的”、“现象”、“符号”，避
免再次粗心上当。
C（0-9分）：这个得分说明某些原理或概念
掌握不好：1、识记和理解每个基本概念，整
理到错题本上并经常复习提问。2、带操作步
骤的基本原理需要提问步骤，并找对应的练
习题巩固。

一、选择题主要考查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要求立足考纲，
注意做题速度和正确率。部分酸碱盐的综合运用题难度较
大，如20题关于物质的分离提纯，要留意除杂的“三不”原
则，属于易错点；
二、非选择题中的基本概念题难度不大，但需要留意题目的
要求，如23题的（2）要求填玻璃仪器；24题最后一个空要
求计算结果精确到0.1%；但如历年的中考对实验的考察要
求，如23题的实验操作细节对原理的理解要求较高，是历届
考生错误率较高的一道题；28题是金属与酸碱盐的综合运
用，大部分空都不难，第四个空部分同学填写“还原剂”不
符合“工业用途”的要求，其实答案可以填“冶炼金属”，
其实学生不是不会，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填什么词，这是因
为学生对知识点只是死记硬背，对所谓的“工业用途”没有
任何感觉，所以建议平时多了解化学的知识背景，与实验具
体操作、工业应用等多联系

一、试卷结构安排

二、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中考化学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分数

40

60

共29题，满分100分，考试时长80分钟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2 2 空气与氧气

3 2
酸和碱及其基

本性质

6 2
金属材料及其

应用

7 2 水与水的净化

8 2 燃料及其应用

10 2
碳与碳的氧化

物

11 2
酸和碱及其基

本性质

13 2
碳与碳的氧化

物

14 2 溶液的pH

17 2
酸和碱及其基

本性质

22 7
生活中的化学

现象

23 7
溶液的配制与
溶解度综合

24 7
金属的综合运

用

28 9
金属的综合流

程推断

12 2 原子的结构

15 2
原子结构示意

图

19 2 原子模型图

A（49-50分）：优秀
B（30-49分）：这个板块如果丢分，说明常
见化学物质之间容易混乱，记不住，需要做
到：1、多留意物质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
少留意共性；2、对反应原理要不断去举一反
三，留意反应的本质，而不是死记硬背方程
式
C（0-30分）:这个板块得分偏低说明你的理
解需要加强，还有可能是学习没有动力。你
需要做到：1、在了解化学物质在生活中的应
用的前提下，去识记物质的一些性质。2、对
常见的错题要整理到错题本上并经常复习提
问。3、化学方程式不宜死记硬背，要不断去
举一反三，留意反应的本质

物质的微
观表述（6

分）

A（6分）：优秀
B（4分）：有错误说明对于微观粒子的表示
方式和意义尚有不懂，建议问清楚缘由，多
找相应的考题去练习，确保自己不再错。
C（0-2分）：错了两个或以上，说明对这类
题问题较大，建议问清楚缘由，用模型去帮
助理解分子、原子和离子，再找一些相应的
广州本地考题去练习。

基本化学
物质（50

分）



26 2
实验仪器和操

作

27 8 气体的制备

18 2 物质的鉴别

20 2
物质的分离提

纯

25 6 实验探究题

29 8
探究物质的成

分

综合实验
（18分）

A（17-18分）：优秀
B（10-16分）：这部分内容较为综合，失分
应注意：1、对理解起来困难较大的选项或结
论，必须要记录在错题本上，以便后续复
习；2、综合探究实验应知道常考类型，明白
每一个类型的问法和解题策略；3、描述填空
题应当注意语言要精练、规范。
C（0-9分）：这部分内容难度较大，要尽量
得分，需要注意：1、对理解起来困难较大的
选项或结论，必须要记录在错题本上，以便
后续复习；2、对出现过的综合探究实验应清
楚原理和答案，确保再次出现时不会再出
错；3、背熟常见的描述型答题模板。

化学实验
基础（12

分）

4 2
实验操作的判

断
A（12分）：优秀
B（8-11分）：这部分属于简单题，应该要拿
满分，但个别空容易失分，应当注意：1、注
意常见的错误，改为填空题看看是否会填写
规范的文字描述；2、实验拓展要以理解为
主，在练习中加强对原理的吸收程度。
C（0-8分）：如果你在这个板块得低分，说
明实验板块问题较多，你需要：1、注意常见
的错误，即便是选择题，也要在错题本上标
明，改为填空题；2、气体的制备原理要熟
记，凡是错过了，就要在错题本中记录，必
须要再次书写；3、其他拓展要以理解为主，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题型 题号 题量

选择题 第1－20题 共20题

非选择题 第21－25题 共5题

全卷

题型 满分值 及格分

一、选择题 40 24

二、解答题 60 36

板块及总
分

题号 分值 考点 行动指导

5 2
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

7 2
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

21 12
中国梦与个人
如何建设祖国

6 2 对外开放政策

8 2
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战略

9 2
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

22 12
可持续发展战

略

24 12
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战略

25 12
可持续发展战

略

中考政治定位考成绩分析模板
一、试卷结构安排

分数

40

6×2+6×2+12+6×2+12＝60

共25题，满分100分，考试时长80分钟

二、学习建议
学习建议

三、板块分析与行动指导

认清基本
国情(16
分）

坚持基本
国策与战
略（42
分）

一、选择题考查基本知识，要求立足考纲，理解基本概念，做到
又快又准。整套卷子是以九年级为主的，中考中九年级占的比重
很大，而且也是造成学生失分的关键，因此复习应该以九年级为
主。选择题多为组合选项，可以用排除法做这种题。
二、非选择题中，第21题相对比较简单，可以在课本中找到答案
。第22、23、24、25题都是材料分析题，图文结合，考察学生的
综合分析能力，材料概括能力，课本的答案不全，需要平时的补
充笔记。

A（16分）：优秀
B（6-15分）：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要矛
盾，统一多民族国家等知识点掌握不清晰，
应该多看这方面的内容。
本专题是中考的重点内容，一般以选择题的
形式对基础知识进行考察，同时也会以时政
热点作为背景材料设置非选择题，考察学生
的分析归纳能力。

A（42分）：优秀
B（20-40分）：这个板块如果丢分，说明对
外开放基本、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没有掌握好，
C（0-20分）:本章节一般和时事热点相联
系，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关
注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如果这个板块上失
分的话，说明学生在回答大题时，答案回答
不全面，本章节一般是考章节考，所以答案
分布在课本的多个地方，比如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的实施和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都是相关的，因此，在回答的
时候，要全面答题。



12 2
依法参与政治

生活

13 2 公民政治权利

14 2 法治国家

18 2 共同富裕

23 12 共同富裕

15 2
中华文化的作

用

16 2 先进文化作用

17 2 民族精神

10 2
可持续发展和
科学发展观

19 2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用

20 2 公平作用

2 2 合作的作用

3 2 公平的作用

4 2 承担责任作用

参与政治
生活（6
分）

关注经济
发展（16

分）

投身文化
建设（6
分）

加强社会
建设（6
分）

承担社会
责任（6
分）

11 2

A（6分）：优秀
B（0-6分）：本专题是以了解我国的基本国
情为出发点，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公平的作用等与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相结合，学生在识记基本概念的同时要
是时政和社会热点相结合，全面系统的理解
和谐社会的含义。

A（6分）：优秀
B（0-6分）：公平、正义、责任、个人利益
与集体利益等基础知识的考察是近年来中考
的热点问题，学生复习时，应该讲承担责任
、服务社会与相关模范人物及其事迹相结
合，民生问题与相关的责任和公平相结合，
多角度、全方位去剖析热点，本专题侧重对
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考察。

国有经济与国
民经济

A（6分）：优秀
B（0-6分）：本章节的时政联系性较强，一
般结合“两会”活动，法制宣传日和相关的
法律法规等来考查学生对人大代表制度，依
法形式政治权利，维护国家安全和宪法等相
关知识，如果在本章节失分，一般是知识点
识记不牢固，相关知识点之间容易混淆，比
如说，学生容易把人大代表制度和人大代表
这两个名词混淆，所以在做题时就会出现困
难，因此，应该加强学生的识记能力，和辨
析能力。

A（16分）：优秀
B（8-15分）：这部分的知识点和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这是九年级学生第一次接触关于
经济方面知识内容，在首先要关注时政，关
注社会热点，识记相关的经济制度、分配制
度，共同富裕、合理消费等知识点，提高综
合能力和概括分析。
C（0-8分）：如果你在这个板块得低分，说
明最基本的概念都不理解，你需要将课本关
于经济的概念，如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三
步走战略，共同富裕，合理消费等重要知识
点识记清楚，在识记理解该知识点的前提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和社会热
点，时事政治相互结合，提高自身解答问题
的能力。

A（6分）：优秀
B（0-6分）：本专题一般考察学生对基础知
识的掌握程度，一般通过漫画、图片、句子
等载体创设情境，因此，应该要对中华文化
、民族精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知识点有
一个大概的识记和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
要注意联系时政材料，理论联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