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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5_BC_80_

E6_BA_90_E6_B8_85_E6_c65_105071.htm 历史复习已到冲刺阶

段，随着单元复习的结束，专题复习的深入，以及记忆量的

加剧和模拟考次数的增多，许多同学一片茫然，感觉到知识

的盲点越来越多。如何合理高效地安排最后几十天的复习，

冲出历史学习的瓶颈，掌握开源、清流、引渠这三大要诀至

关重要。 开源：结合考纲落实双基 历史高考的成败取决于课

本基础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离开“基本史实，基本线索”

这一源头主干知识，任何能力的建构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开源”便是对课本双基知识的反复记忆和深刻理解。 由于历

史学科的特殊性，分布在教材中的“基本史实”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记忆，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最后复习应对

照《考试说明》的内容逐一落实课本知识点，包括涉及的地

图、插图、注释，并适量补充相关的诗、词、联、谜、典故

、图片等，利用填空、选择、列举、问答等最基本题型反复

检查，并将重点内容整理、默写到笔记本上。基本时间线索

分布在课本后面的《大事年表》中，熟练掌握《大事年表》

中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大致时间段，是历史学科的最基本

要求。上海版教材中外合编的体例和高考小论文题目中强调

世界背景的趋向，凸显了课程目标中开放精神和全球意识教

育的宗旨，而每章开头的引言不仅是教材内容的浓缩，也是

中外结合的典范，更是复习由厚到薄的捷径，尤其应引起高

度重视。 “开源”没有太多的诀窍和捷径，记忆需要靠下苦

功夫和坚强的毅力。只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才能保证源头



活水的汩汩不绝。 清流：学以致用突破难点 “清流”指通淤

排阻，在识记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升华和运用。无论是“能

力”还是“素质”，只有在运用已学的知识、技能、方法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培养或表现。因此，“学以致用

”是高考复习的“突破口”。 首先要善于运用基本历史理论

去分析问题。复习时要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个性与共

性、继承与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关系等去理解分析

历史现象，用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家、政党等理论

揭示社会规律，并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试题的解答中去，突

破思维的障碍。 其次，理清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历史的发

展是前后相继，奔腾不息的，但是一段时期又有不同的个性

特征。阶段特征便是要在纵中求横，准确理解丰富多彩的历

史层面。“中国古代史”以中华文明的演进为主线，可分为

“华夏文明之路的起点先秦、华夏文明的雏形秦汉、华夏文

明的丰富三国两晋南北朝、繁荣昌盛的隋唐文明、多元文化

碰撞与交融的宋元文明、拓展与停滞的明清文明”共六个阶

段。每个阶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

侧面勾勒其时代特征。世界历史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包括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世界和中国、蒸汽时代的世界和中国、

进入电气时代的世界和中国、信息时代的世界和中国”四大

历史阶段。世界史阶段特征，围绕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社会

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关系四条主线，突出文明演

进的轨迹。中国近现代史部分以耻辱史、抗争史、探索史、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四条线索组织材料，突出社会的转型与

中国近现代历程。 第三，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每一种题型



都应侧重不同能力要求进行专项训练：选择题要注重黑字，

理清时间顺序和逻辑结构；简释题要简明扼要，直奔主题，

看分赋点，答案完整；问答题要理清所问，要点全面，高度

概括，史论结合。小论文要开门见山，主题突出，中外结合

，要言不繁，材料完备，书写规范。 第四、考前一月，整理

试卷。保证已经练习过的试题的正确率，剔除同类试题，整

理经典题型和订正错题，适当模拟训练，保持良好的应试状

态。 引渠：把握方向深化重点 扎实的基础、全面的技能、必

胜的信念之外还需再锤炼的是有的放矢地重点复习。“引渠

”就是把握高考方向，联系热点、时政，寻找历史和现实的

结合点，挖掘历史的史鉴功能。诸如由国宝展引发的文物热

点；《淳化阁帖》展和北京2008奥运会会标引出的书法艺术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联系到的东北变迁；以及中国古代赋

税改革、艰苦奋斗的传统；天文、医学、史学成就；美国对

外政策；科技革命和上海地方史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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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