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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决战高考的氛围越来越浓，如何

在高考决战到来前的50多天时间里，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才

智，提高学习效率？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供

广大师生参考。 第一，分析2006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试

卷的特点。 从今年高考历史《考试大纲》中我们发现考试范

围与2006年基本一致，更加突出了对历史主干知识的要求

。2006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历史试题基本上传承了近几

年来的考试特点，注重考查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历史主干知

识，加强对考生的思想教育，关注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的发

展，较好地实现了基本知识和思维能力的有机统一。从2006

年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和今年高考历史考试范围基本稳定的

风格中，我们不难发现，今年高考历史试题很可能继续保持

稳中有变、创新综合的命题作风。同时，请广大考生在历史

复习备考时，在全面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加强相关知识

的比较、归纳和综合，密切关注今年高考的有关信息，尤其

是关于试题的难易程度。第二，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知识的

“隐性联系”。 历史知识结构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

史事实、历史概念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反映了历史事

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联系性，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

索和客观规律。所以，掌握知识结构便成为考生深刻领会教

材内容，把握知识内在联系和提高思维能力的前提和捷径。

在历史复习中进行归纳、整理并形成历史知识结构的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知识进行识记、分析、综合、概括，不

断深化认识的过程；知识结构的建立，实际上也就是在学生

脑海里形成一株中外历史知识的立体之树，这对于考生准确

、系统、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识并深刻认识其本质，提高思维

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知识线索决不等于知识结构，前者

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罗列，后者则是知识内在关系的稳定形式

。因此，历史复习不应拘泥于个别的、零碎的历史知识或历

史事实的记忆，即使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知识，也应放到历史

整体的相互联系之中去掌握。例如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首脑峰会的召开，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历史复习

中，应该有意识地把与非洲有关的问题进行梳理。中国古代

史中涉及中非关系的有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

朝；中国现代史中主要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世界

近现代史涉及到新航路的开辟、19世纪末非洲人民的反帝斗

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20世纪30、40

年代非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和第三世界的崛起等。在复习中要注意对重要历史知识

点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和理解，抓住主干知识，以点带线，

以线带面，形成点、线、面一体的主干知识结构，从而掌握

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构

建完整的历史主干知识网络，同时要注意对同类问题进行归

纳和总结，以应对学科内综合。第三，进一步明确能力考查

要求。 长期以来，考生在历史学习和复习中一般只是将自身

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简单停留在与中学课本相同的浅层次

上，很少站在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对于史学研究最新动态

及高等学校的历史教材、史学新著等缺乏了解，往往难以捕



捉到准确的信息，以致事倍功半。因此，考生必须进行知识

更新，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深化对课本的理解，认识知识

之间的联系，提高驾驭教材的能力，揭示事物的本质，准确

把握复习重点。同时，考生应当认真学习哲学和史学理论，

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在历史学习和复习中，把材料内

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加以分析、认识，才能培养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能

力。知识是能力的前提，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历史不仅表

现为历史现象，历史学科的任务是通过历史的现象认识历史

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当

时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以及这些状况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分

析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社会

根源、推动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以及事变结果所产生的影

响，进而发现事变的性质和规律，总结出它们提供的历史经

验。例如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革

命和改革运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虽然它们发生的时代、地点、国家不同，但是，在本质上，

它们又有共同点，那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

，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独

立战争、意大利统一、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有实

现民族独立的一面。对广大考生来说，变被动机械地单纯接

受老师的灌输为主动地思索和探究未知的历史问题的本质，

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一定要切忌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

求甚解的肤浅做法，对于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种历史现象

都要层层不断地追究“为什么”，真正弄清楚其前因后果和

本质特征。我们必须明确，复习决不仅仅是简单地“温故”



，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深入“知新”的过程。例如第二次世

界大战初期，欧洲资本主义大国法国在开战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就亡国了，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长期以来推行绥靖政策，

纵容侵略，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依仗马其诺防线；对德

军的闪电战认识不足，军事思想落后；对德军的主攻方向判

断错误。通过对类似问题的总结，较好地避免了对知识的简

单重复，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第四，必须加强基本理论

的学习，不断丰富考生的理论知识和提高考生依据唯物史观

以及其他科学的理论观点观察、分析、解答历史问题的能力

。 2006年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命题以《考试大纲》中制定的评

价目标体系为指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学习能力为评价核心

。在选材和试题设计上注意引导考生关注当今人类生存与发

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注社会发展和我国国情，注重运用

政治、历史、地理各学科知识分析、阐释、评价实际问题，

启发和展现辩证、鉴赏、逻辑、推断、论证等研究性思维过

程。试题对考生学习能力的考核突出表现在处理信息、运用

知识、阐释和论证问题的能力方面。试题在立意、情境、设

问、结构诸方面整体体现着考核目标的要求，为考生提供全

面展现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平台。例如通过对1956~1966年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有关内容的复习，在掌握基

础知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分析

十年建设时期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为什么会发生

重大失误，这些重大失误能否避免，给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留下了怎样的经验教训。第五，应高度突出复习重点，精讲

精练，切实提高复习效率。 中学历史学习要求知识的系统性

，重视“为什么”，大学招生则强调系统性基础上的关结点



、转折点，侧重“为什么”。据此，我们就应当把各章节、

各单元和各专题之中类似的知识问题确定为重点，学深挖透

，揭示其本质。“练”是作为提高考生应试能力的一种手段

，其功效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练”要适度，也要讲求效

率，这就同样有一个“精”的问题。“精练”的宗旨是反对

“题海”战术。事实上，不加选择的“题海”战术与高考成

绩的提高并不成正比，甚至还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教师应

精心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题目进行剖析，教给考生

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从根本上掌握解决不同类型题目的方

法，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通过研究近几年来高考文科

综合能力测试历史试题，我们发现题型比较稳定和规范，没

有偏题和怪题。命题者思路清晰，大有回归课本的趋势。这

就要求广大考生按照高考命题的要求，有选择地做一些模拟

试题。对遇到的一些偏题怪题可以放弃，不予理会。把有限

的时间放在课本基础知识的复习和有关试题的训练上，真正

做到事半功倍。以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为例，从春秋时期的管

仲改革、鲁国的初税亩、汉代编户齐民、北魏租调制、隋唐

租庸调制、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

摊丁入亩，通过复习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基本知识，必

须思考与赋税制度配套的土地制度是什么，统治者是如何体

现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的，封建国家与农民的人身依附

关系如何，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是什么等一

系列问题，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得彻底干净。第六，文科综

合能力测试的目的在于全面考核考生的人文知识及其基本素

养。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既是对政治、历史、地理各学科知识

进行系统测试，又对整体把握知识、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能力进行评价；试题既反映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

，又表现注重知识迁移、多层次、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的通

识理念。因此，广大考生在历史复习迎考的过程中，必须关

注与历史相关的政治、地理知识。在做好历史学科内相关知

识纵向联系的同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还要

关注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尤其是有关国家发展和当代国际

关系的相关问题。勤思考，勤动手，勤积累，做到活读书，

读活书，读书活。 近几年的文科综合能力测试试题中，真正

跨学科知识的综合题目并不太多，绝大多数题目都是单一学

科知识，或是几个学科知识拼盘，往往是只要用学科内的知

识就能基本正确答出。为此在历史学科复习时，不应在难度

和跨学科渗透上过多的做文章，应把好自己的“门”，复习

好本学科知识，构建好学科知识体系，牢牢把握住重点内容

和主干知识，有适当的机会再进行串串“门”，使政、史、

地三科相互交流、渗透。第七，关注“文明史观”、“全球

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可能成为高考命题的一大亮点。 

“文明史观”强调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

成果。“全球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观察历史。“全

球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

这一转变开始于新航路的开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标志其基本完成。“现代化史观”是以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线索，政治民主化进程

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重点强调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

历程。例如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的结

构与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列强侵华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近现代中

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与重大理论成果、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

设和对外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欧美资产阶

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罗斯福新政

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

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等。第八，关注2006

至2007年的重大历史周年纪念事件。 近年来高考文科综合能

力测试历史试题十分关注对重大历史周年纪念事件的考查。

如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万隆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

，2005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全国卷I、全国卷III中就分别

设置了关于“万隆会议对当时中国外交所起的作用”的问答

题和“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过程”的三道选择题

；2005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230周年和美国内战结束140周年

，2005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全国卷II中的第37题就对“美

国《独立宣言》的发表有何作用”及“美国的人权问题”进

行了设问。2006年是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中国铁路建设130周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2006年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

全国卷Ⅱ中第40题则要求根据材料“简析孙中山规划‘高原

铁路系统’的战略意图”及要求“列举我国在‘一五’计划

期间与西藏有关的交通建设主要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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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