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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9_AB_98_c65_630413.htm 在掌握住基础知识的前提下，

为了提高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必要在第二轮复习期间

进行关于历史知识的整合、迁移和运用的训练，大体上有以

下几个方面： 1.总结重要的历史专题 (1)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国

古代赋税制度，重要兵制，重大战事。 (2)中国古代经济史：

古代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经济开发，商品经济的发展，资

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货币发展。 (3)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历

代各少数民族的演变，中央对周边地区的管辖，民族融合的

发展，少数民族的重要制度。 (4)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国

古代各个朝代与周边国家的位置关系，交通路线，友好交往

的史实，相互间科技文化的影响。 (5)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

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儒家思想发展史），科举制

度发展史，文学艺术发展史，政治经济背景对文化发展的影

响。 将教材上的知识依据一些专题重新组织起来，最好不要

做成流水账的样子，高考不会出那样低水平的问题，应该根

据历史发展的内在特点，找到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规律性的东

西。 也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史分为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

将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分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国际关系、国

际共产主义史等专题。 2.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 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来，这些阶段性呈现给我

们一个一个重要的历史横断面，这些横断面既是我们认识历

史的重要依据，相应的也就会成为考查我们历史知识和对历



史现象认识的重要切入点。与考查历史发展的线索相比，考

查一个历史横断面在命题上自由度更大，也就是说命题者在

这种命题思路下有更多的思考和选择的余地，同时，多数这

类题目的难度也要高于依据历史线索形成的题目。 这一阶段

的复习主要是要求我们正确划分历史阶段，然后根据中国古

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的不同特点来确定

应该从哪几个领域分析其特征。 中国古代史通常包括政治、

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五个方面。中国近代现代

史的近代史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可以从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救

国和革命斗争三个方面来分析；建国以后部分主要从政治、

经济等方面分析。世界近代现代史部分主要是三条线索：资

本主义发展史、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

；而其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涵盖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大部分内

容，在每一个阶段，可以根据情况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

系、科技文化几个方面。 3.把握热点与历史知识的有机联系 

一方面要联系时政热点，以史鉴今，古为今用，以历史知识

、观点为基础，使热点和历史知识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另一

方面应针对题型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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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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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

试题．高考网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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