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2009年高考历史复习全攻略：融会贯通 以巧取胜 高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0/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7_9C_812_c65_630395.htm 提示：最后复习阶段，

考生可以采取尝试以新教材中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演化为线，

将政治文明历程、经济文明发展历程、文化发展历程、历史

上重大的改革等历史史实融合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部分，

将四部分内容结合起来学习，在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巧思巧

答，决胜高考。 一、贯通知识，构建体系 1.以人类文明史观

为主题：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这部

分知识既能与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以及世界近现代的

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相联系，也

能与同时期政治文明历程中的宗法分封制、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还与文化

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西方的人文精神有关，与

同一时期的社会改革有关。这样整体构建，分段贯通，达到

知识的有机融合。 2.以全球史观为主题：彼此隔绝、世界市

场开始出现、初步形成、最终形成、经济全球化。同上述文

明史观一样，通过这一主题，把政治、经济、思想、改革融

合到这一主题中。理解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

间的内在联系。 二、思维搭桥，巧妙作答 知识是能力的载体

，牢固地掌握历史的基本知识，提高历史学科的能力就显得

非常重要。一个月的时间，应急能力的训练注意以下三点：

1.思维的导向性训练 材料分析题求答中，通常原因和影响占

比例较大。原因分析的思维导向是：内因(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和外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辅助思维导向：政府



、人民大众、个人自身、外部等各阶层因素。 影响作用：积

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消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2.汲取概括信息的能力训练 阅读材料注意的不能忽略的信息

区：导引和出处(提示你大方向)，标点符号(提示你信息量)，

首句和末句(中国人写文章的特点：头尾概括大意)。 归纳概

括注意：（1）要找到与教材的结合点。（2）没有结合点的

要与思维导向、学科套话找到结合点。（3）找到材料中的关

键词。 3.语言的学科性、时代性训练 （1）注意历史学科的关

键词知识点。（2）套话与时代性相结合，凝练出历史要点。

例如：某历史事件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该事件发生在封建社

会，历史学科语言就是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如果该事件

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学科语言就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

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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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