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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5B_E7_9F_

A5_E8_AF_86_E7_BB_93_c65_105087.htm 一、对照《考试大纲

》，多看书，力求熟悉课本知识，夯实基础 从近两年的文综

试题可以明显看出，各学科都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及建

立在此之上的理解、应用能力的考查。因此，后一阶段的复

习，笔者主张仍然要多看书，怎样看书呢？建议先按单元线

索看，然后按专题线索看。 按单元线索看时，首先要明确每

个单元知识的时间段、阶段特征，从课本中找出具体史实说

明阶段特征，这样可以对本单元知识有整体的把握。可结合

每一章的前言进行复习。看每节书时，先不急于通读每个子

目下的具体内容，想想本节讲了几个问题，自己熟悉哪些知

识，一边想一边用笔在纸上写个提纲。针对自己不熟悉的却

又非常重要的知识，要详看背景、影响等，略看过程。特别

要指出的是挖掘课本的隐性知识，一是同一历史概念的隐性

知识，二是不同概念之间的隐性联系。现在复习的内容越来

越多，无论看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无论古代史、还是近现

代史，都要尽可能多地横向、纵向联系、比较，构建知识网

络，从而探询知识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看书时应给自己提问

题，这种问题可以是落实基础知识的，也可以是加深对问题

理解、分析的，通过问题提高看书的效率，做到事半功倍。

此外，还可以通过做题，发现自己没有牢固掌握的知识，及

时翻书弄清楚，再熟悉一次知识。按专题看书，着重进行知

识的分类整理。这一段复习，同学们不要自己到处找复习资

料做太多的题，可把以前做过的试卷全部翻看一遍，留出更



多的时间看书，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掌握基本的史学

理论和分析、阐释历史事物的方法 学习历史要注意知识与理

论联系。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间都是彼此相联系的，历史

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复习时要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用一

些基本理论去理解分析。分析历史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揭示

其本质的观点和方法主要有：个性和共性、形式和内容、现

象和本质、继承和发展、偶然性和必然性、因果关系、矛盾

关系等。评价历史事物，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有：社会

基本矛盾的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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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

，政党等理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论。上述

原理，都可从政治学科的复习中得到借鉴，但要注意两学科

运用的区别。政治学科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理论概念并例

证说明，历史学科不阐述概念原理，只是用上述理论指导对

历史事物的分析。 三、文综试题解题技巧 审题：①审题型。

包括政史地大综合，还是政地、政史、史地综合；综合性还

是开放性；叙述、比较、评价、分析原因等。②审关键词。

主要关注题目的解答方向、发生领域、时代特征和理论层面

等。③审时空范围。④审综合角度和侧重点。这样解题才有

针对性和目的性，不会误入歧途。⑤审提问与课本的关系。 

答题：①认真构思，理清解题思路。先在草稿纸上列出来，

答案分几个要点，先答什么，后答什么，史论结合，言之有

理。分析问题时要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②规范答题，

合理组织答案。注意：A．行文要有顺序，可按时间、空间

、学科、逻辑顺序；B．层次清楚，要点明确，做到“三化”

即要点化、序号化、段落化；C．要点要简洁，主次要分明



；D．语言要规范；E．书写整洁，字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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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