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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8E_86_E5_c64_95890.htm 一、课改区与非课改区

的不同（一）课改实验区（金水区、二七区、巩义市）命题

依据课程标准，即《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为唯一命题依据

，立足基础，关注现实，侧重拓展与探究，加大主观题的比

重，设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种题型。题目设置符合学生的思

维与认知特点，试题难易适中，答案开放。开卷考试。 １．

考查范围：六大板块，即：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

约占５０％；世界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约占５０％。

（古代史侧重科技文化的内容；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内容是考

查重点。） ２．题型要求：选择题约占４０％，２０分；非

选择题约占６０％，３０分。（题目的设置会说明学生作答

的要求和分值。） ３．考试准许考生自带参考资料（《中招

考试说明及检测》和６本教材）。 （二）非课改实验区命题

依据现行教材，闭卷单科考试。 １．考查范围：中国古代史

（重点为科技文化部分）１０％，中国近、现代史５０％，

世界近、现代史４０％。（教材中带★号的内容不作统一要

求。）２．题型：选择题约占４０％（２０分），列举题约

占２０％（１０分），材料解析题约占２０％（１０分），

问答题约占２０％（１０分）。 二、下阶段复习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教育理念，关注课改，树立“世界大教材、社会

大课堂”的大教育观。 最后这个阶段，复习基础知识的时候

要适当加强知识的延伸迁移与中外联系。比如，在复习中国



历史甲骨文的时候，应适当联系古代的象形文字、字母文字

和楔形文字等；复习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法时，可

以联系之后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这实际上是建国５０多年来，中国在农村土地政策上的

变化，也正好是一个专题）以及其他国家的土地制度的沿革

等。这样的复习，一方面活化了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把所学

习的知识串起来，形成了立体知识网络。 （二）狠抓基础知

识的复习，要活化基础知识，不能死记，但要记死。 为了提

高同学们准确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使个别分散的知

识系统化，建议在复习中对知识进行横向、纵向联系的梳理

整合。通过比较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对知识体系的全面认识

，还可以加深对知识的透彻理解和记忆，并促进知识迁移能

力和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多变换角度，多创设审视历史的

视角平台，在新的情境下，重新审视历史，重新整合历史。

一定要重视知识迁移和重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这是提

高复习效率、取得好成绩的有效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

同学认为历史开卷考试，只要拿来书本就可以轻松过关，因

此放松了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积累，等着考试时候靠翻书来

应对开卷考试。实际上这是对开卷考试的误解。历史学科的

知识涉及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与各学科

的内容联系广泛，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再加上开卷

考试的目的是让学生克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逐渐转化为

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学习方式。并不是说不

需要记忆，不需要积累，恰恰相反，是要变“死记”为“记

死”。除试卷已经提供的答题信息外，更多的答题信息全靠

平时的记忆和积累。开卷考试并没有很宽裕的翻书、查阅知



识的时间，只不过是给了学生对知识重新整合、迁移应用的

思考时间，是题目开放性、思维性和创新性的需要。所以，

同学们在复习时要加深认识，加强对相关知识的总结与类比

，在理解的基础上熟练掌握每个知识点。不要死记硬背，孤

立、僵化地割裂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事倍

功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必然有其前因后果，历史人

物的活动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所以，用联系的方法

把相关的知识点串起来，可以帮助同学们在理解的基础上熟

练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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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