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高考历史复习技巧：背书也是一门学问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9_AB_98_c65_105156.htm 不少人都认为历史这东东就是

死记硬背，可是这死记硬背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俗话说：

“留心处处皆学问。”其实这背书也是一门学问。如何“背

好历史”呢？我觉得应该有知识框架的头脑观念。这一点相

信在校的老师们都会讲到的，当时感觉没有什么用处，因为

考试就考“血与肉”的内容。对“骨头”并没有什么考的。

可出了高中校门，进入高校学习，你会发现真的很重要。我

与一些学历史的同学聊天时，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就不尽

如人意，只能模糊的记忆住人物、地点。时间也是记得零零

碎碎。这样学习历史，不能把历史学活。只能对历史产生很

大恐惧与排斥心理。 这个知识框架，就是辅导书上常有那些

条条框框，很多人对这并不太重视，可是这就是记忆的窍门

，同学们在学习之余，做题目累了或者看累了以后，可以把

这拿出来翻翻看看，也可以回忆、自己动手做做这些条条框

框，并且不断的提问自己，诸如两次鸭片战争的前因后果、

列强行使路线、签订哪些卖国条约、具体内容等等。等你熟

练的掌握了这些，相信你自己会突然发现变得好强，而且是

一下子能说出一大串，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点带动了许多，而

能做这点的话，相信历史中最让人头疼的时间年代关也会很

快的通过的。这一关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如果能把这关过了

，相信会在今后文科学习中，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你会发

现自己看书的时候，那些知识不是独立的，仿佛成了一张网

。自己只是在编网，或者说填空而已。年代会成为一个相当



重要的座标。指导你如何放东东。个人认为学文科基础就是

文学与历史了，一个注重幻想、一个注重现实。学好这两门

，其他文科就会很轻松的。当然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看法了。也有不少人提出记年代用什么巧记的方法，诸如

商鞅变法是公元前359年，可以理解成商鞅在变法前喝了三壶

酒，金的灭亡是公元1234年，可以理解成1234金灭亡⋯⋯个

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偶尔一用，但不能作为记年代的最好办

法，必须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因为年代那么多，不可能所

有的都能编成顺口溜，不可能都能联想一些事物来吧。如果

为了一个年代，而生搬硬套许多口诀出来，那就有点舍本逐

末的味道了。 记不得在哪看到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万精油

，到哪都能到一点。”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学历史，

不能只局限与历史课，历史书上。其实很多地方都能学到的

。比如语文课上的人物，地理课上的地图、思想政治课、英

语阅读理解，都能有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只要大家用心去记

，用心留意，相信会给你的知识框架带来许多许多。你会在

不经意间悄悄地学会许多别人也看到，却没有掌握的知识。

这也许就是武侠片中常说的“悟”字吧。 说了这些，只不过

是方法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平时的积累。相信大家能做

到这点，高考能考115分以上吧，我就是这么做，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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