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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8_A7_A3_

E8_AF_BB_E9_AB_98_E8_c65_105076.htm 高考考试大纲中对

文科综合提出了三方面的能力要求，即记忆、理解、应用三

个能力层次。 第一个能力层次的要求是记忆。 记忆的主要要

求是观察和描述，就历史学科而言，则主要是掌握(记住)和

说明历史现象的情况。 历史学科考试的特点是表述既定的历

史事实(来源于课本)，用既定的历史事实去说明问题，对既

定的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和说明(包括分析、评价等)。几乎所

有的答题活动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现象(历史知识)的准确、全

面地掌握上的。因此历史学科的第一能力就是记忆。这是历

史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但是记忆又不能

死记硬背，首先，要弄清历史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

的关系，通过了解各种因素的关系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从而

产生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其次，要通过分析，发现和抓住事

物的特征和特点来掌握。这是最值得掌握的内容，所谓描述(

说明)事物，主要描述的应该是历史现象的特点或特征。因此

在学习中，一定要学会并善于概括历史现象的特征、特点。 

第二个能力层次的要求是理解。 考试大纲要求理解的方面有

：概念与结论；数据、图表、公式、简图的意义及其关系。 

说明进一步指出，“所谓理解概念与结论是指知道概念与结

论的内容，确定概念与结论的类型、区别不同的概念与结论

”。 接下来又指出：“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地分析，就是要

调动所学知识对各种现象进行综合性认识，这里包括社会现

象产生的自然、历史、意识的背景，社会现象发展演变的内



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自然现象产生

的因素和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关系。” 对历史学科而言，如

何达到这个能力要求呢？ 在学习与复习中有意识地掌握四个

步骤，第一步：认识历史事物发生的背景、原因、条件、激

发因素等。 第二步：了解、掌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过程、内容

、概括事物的特征、特点、认识事物的性质、实质等。 第三

步：总结历史事物的成败原因、历史作用、历史影响、历史

地位、经验教训等。 第四步：研究这个历史事物与其它历史

事物的关系，研究与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等)的关

系，研究它所反映的历史规律以及和现实的关系。 第三个能

力层次的要求是应用。 大纲指出了三个方面的应用：一是“

提取有效信息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推理、归纳、预测”

。二是“分析、说明成因”。三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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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