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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6_89_BE_

E6_BA_90_E5_A4_B4_E7_c65_105273.htm 研究《考试手册》全

面掌握教材知识 由于高考命题的源头来自课本，因此，按照

考试手册全面复习，把握课本是关键。 1、注意分析《考试

手册》内容的变化：由于《考试手册》是高考命题的主要依

据。因此每年其内容的增减，应予以重视。如2003年《考试

手册》对唐朝手工业的内容作了很大的改动：只保留了唐三

彩，其余内容作了删减。我们的学生在对唐三彩的学习时，

会发现，教材中除了唐三彩实物图片外，没什么内容好复习

的。如果我们能够联系2002年高考推出的有关文物信息题时

，也许就颇有收获了。 2、注意把握时空概念：前面提到

的1999年人文景观题，2001年考古成就题，如果学生没有空

间概念和时间概念，是很难回答好这类试题的。再举数例：

对“原始社会”的复习，除了落实一个个的知识点外，我们

是否可以考虑西部概念、江河概念。如，有人说西部是中国

文明的发源地，你同意吗？举例说明你的理由。又如，人们

常说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有“长江流域也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的提法，你能够分别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吗

？ 3、注意把握教材重点：教材明确标示或我们在理解上可

以认定的“历史之最”、“历史第一”的史实；历史上具有

“开始”、“开端”意义的史实；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

史实；具有转折、决定性意义的史实；具有特点、特征的史

实；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重点经济、文化建设成

就；教材对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所作的结论、评价等等。



对于这些知识，应予以深度把握。 4、注意理清知识脉络：

学习知识，学会理清脉络是很必要的。如：中国近代史到底

怎样向西方学习的呢？此题繁杂，很易顾此失彼。可以从“

器”、“制”、“道”三个阶段(李泽厚语)理清脉络。“器

”分两阶段：鸦片战争爆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理想阶

段)洋务运动实施阶段。“制”：学习西方制度。A、早期维

新派。B、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形成，原因：走“师

夷长技以制夷”不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

步发展。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但证明行不通。C、资产阶

级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不通。“道”学习的三个

阶段：A、严复介绍进化论观点。B、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

宣传。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C、新文化运动。民主科

学马克思主义。 注意中外历史比较形成“大历史”观 这里所

说的“大历史”，不是指学科间的渗透、迁移和贯通，而是

特指中国和世界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其实，人类社会的历

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纵横交织的。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化与世界历史的变幻发展是紧密联系、互不可分的。上海历

史高考不断引入中外历史有机联系的试题，有效地考查学生

对中外知识一体化结构的认知程度，以及学生对宏观历史阶

段的特点和某一特殊切入点的理解分析。这种“大历史”观

的学习能力是历史学习中十分重要的能力。例如1990年上海

试题毛泽东论爱国主义，在中、德、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阶级，爱国主义就有不同的含义。2003年高考最后一题，特

别强调一定要联系世界史内容，分析中国的近代化。我们的

学生要在对比联系中提高全局观念、整体印象以及对于“大

历史”的宏观把握，使思维品质得以优化，思维能力逐渐提



高。 关注社会热点 既然高考从来不回避热点，因此，关注热

点问题，十分必要。注意分析近几个月中发生的国内和国际

大事，结合教材知识进行整理学习。如前段时间台湾当局翻

修历史课程时竟将明代中叶后历史改列为“世界史”：台

湾2005学年度“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规定，学生先学“

台湾史”，再学“中国史”，最后学“世界史”，但其中“

中国史”只到明代初叶，而明代中叶以后的历史如清朝、“

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海峡两岸的关系等，竟然都被列入“

世界史”。岛内多位学者则以“亡人国者，先亡其史”，表

达对新课程纲要草案的强烈不满。我们学生完全可以把有关

台湾的历史整理复习，同时批驳其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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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