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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5_8E_86_E5_c65_105121.htm 目前，很多学校的高

三历史学习内容主要为新课(中国古代史)和中外近代史，这

一阶段的复习是整个高三跨度的基础部分，根据笔者的经验

，在本阶段基本知识、概念、技巧扎实清晰灵活的话，再经

高三下学期的打磨必会在高考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克服

两种倾向，采取正确策略 1.大部分选修历史的同学主要是由

于理科基础不太好，尤其是数学是其弱项，把赌注押在了历

史上，认为历史只要临考试前背一背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成

绩。殊不知，高考历史与高一时的考试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绝不能抱如此想法，否则必吃败仗。历史学习与其他课程的

学习一样细水长流，建议坚持每天花1小时，对教材进行阅读

，此举比抛开教材大量做题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在阅读中逐

步把知识点集放在一定的知识结构或框架内，如此，才能够

减少记忆量，增强理解力。做题中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一

开始就上手大跨度高难度的题目对你自信心的树立不利。建

议从选择题入手，选择题绝大多数能通过，其他类型的没有

大问题。 2.合理地安排好各科学习时间的比重，非此即彼或

扶理抑文等都是不可取的策略，要知高考各科的分值一样，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优势学科突出，弱势学科不拖后退才是

正确的策略。 了解高考趋势，做到心中有数 1.题型固定、题

量略减。 近几年高考一贯题型为选择题、简释题、问答题和

材料分析论证题。选择题题量近3年均为27题，简释题题量

在6~9题之间，问答题题量在2题，材料分析论证题1题，总题



量在36~39题之间。 2.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内容兼顾，政

治史内容比例最高，次为经济史，再为文化史。 3.记忆要求

降低，能力考察突出。 4.图片题增加，由图入史、因文入图

，图文联系紧密。 5.现实热点“热”在其中。 积极稳妥应对

，自信成竹在胸 1.必须全面复习。 选择题考试内容覆盖考纲

范围的每一时段，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

史复习都不能偏颇、顾此失彼。政治史内容分值高，应作为

复习的重点，此外可关注文化史内容的复习。 2.针对题型变

化、能力要求提高的趋势，在具备掌握历史知识的基础上，

加强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通过剪报、阅读、摘记、写概要等

方法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开阔思路，提高文字表述能力

。 3、联系时政热点，提炼把握分析，以史入今，以史鉴今

，史为今用，以历史知识、观点为基础，使热点和历史知识

之间做到有机的联系。 4.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料，如《二

十世纪中国大博览》、《老照片》等在平时进行观赏，既可

增加历史文字信息的吸收，又可对人物、历史事件、地图、

口号等有直观的感受，浸润其中，调养身心与高考历史两不

误，何乐而不为？ 5.在历史高考中，命题者有意地创造与我

们平时训练不同的语境，这是考察我们的适应能力，同学们

可能对试卷的阅读有异样、不适应的感觉，其实这是很正常

的。要减少此类的感觉，平时应进行多量的阅读，同时应注

意随着文字量的增多，阅读的速度要提高。 6.评价题的新变

化，复习中应掌握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同的评价观

点，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侧面的认识，不要拘泥于教材

的一般观点，而应了解多家的不同的评价。 题型解法指导，

遇题沉着不忙 近年来，高考历史试题的题型趋于稳定，选择



题、简释题、问答题和材料分析论证题成为基本的考试题型

。这些题型的考察功能、特点和要求各有不同，认识各种题

型的功能、特点，掌握它们的解题技巧和方法，对于提高成

绩十分必要。 1、选择题选择题从考察考生再认、再现能力

发展到考察理解、分析、比较、综合、归纳及评价、判断、

辨析等各种能力，从机械照搬教材内容到对历史概念内涵的

理解，对理论、观点的灵活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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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