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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合知识 全面强化能力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教师 王晓晶

进入二轮复习阶段，历史复习的重点就是专题复习。在专题复习过程中，建议同学们注意以下几个环节，以达到一轮二轮复习的

有效衔接，做到系统巩固知识，全面提升能力，有效提高二轮复习效果。

历史

BC30世纪

BC5世纪—15世纪

历史大事年表——中西对比

中国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时间

西方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在专题下完善知识网络

注重时代阶段特征

从历史素养的高度看，历史知识既是独

立的，也是整体的。构建知识网络需要注意

点线面的关系：点——知识点；线——事物

发展的脉络线索（时序、时间轴）；面——事

物不是孤立的，与“前后左右”的事物都有联

系。考生要学会前后贯通、上下相连、左右

相逢，既要保证知识的完整和独特，也要对

它进行消化、加工、提炼……把“死”知识变

“活”，把“活”知识变“灵”，是知识“酶化”的主

要目的。因此，知识加知识的“酶化”，是历

史素养要求的知识观。这个过程的要求是

“横看特征、纵看发展”。

在一轮复习中，各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同

学们都已经复习并且掌握了，所以进入专题

复习阶段，在专题框架下，要执着于专题发

展线索，但是即使是专题发展线索，也要注

意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其本身的时代

性特征。考生要再次熟悉阶段特征，带着阶

段特征来掌握知识，才能了解哪些大的时代

背景形成了专题内容中的具体历史表现，历

史表现如何推进时代、折射出哪些时代特

征，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知识，达到提升

历史能力的复习效果，否则仅仅是再现一遍

历史线索而已，只能停留在知识表面。

以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发展为例，通

过列表整理，考生可以对于一轮复习的历

史知识进行有效地拓展，但是同时，也应该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以下的历史思考与延

展：能梳理儒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握儒家

思想的核心和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融合；

能认识古代儒学的发展与时代特点之间的

关系；能纵观儒学发展，史论结合，谈一谈

其内涵与特点。

再如在复习“国家治理——税收制度”

这一专题内容时，春秋战国的税收制度、唐

代两税法是重点知识，复习时考生先要列

出中国税制发展的线索，同时也要联系出

税收制度改革的原因与时代背景，这样的

复习方法有助于理解税收制度的原因与特

点，更符合高考对学生的能力要求。

所以在进行专题复习时，建议同学们

自主做好阶段整理，例如共和国史的内容，

分成建国初期、过渡时期、全面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然后在每个阶段下，按照政

治、重大会议、经济、科技、教育、外交等内

容进行梳理，在这样的时代特征记忆下，同

学们对于共和国的各项发展线索会有更深

刻的理解。

注重中西方对比，强化中西方联系

新教材中新增的许多内容，例如物种

交流、人口迁移等知识是有连贯性并且存

在对比性的，尤其是中西方的对比，在复

习中，考生也应予以重视。因此，融会贯

通是二轮重要的复习工作。考生可以用

时间轴的方式（见下图），列出同一时间阶

段中的中西方重要大事件，建立知识之间

的联系。

注重时空知识的整理复习

时空观念是重要的学科素养要求，在二

轮复习中，建议同学们用这样的复习方法：

以中国史为例，可以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标出

重要的城市位置，然后再分成古代、近代、现

代的时段，分别对地图中的城市进行相关知

识的书写；中国古代史知识中，“西安”就可

以书写出相关朝代的都城、城市坊市制等相

关知识，“北京”可列举分封制、元大都、京杭

大运河等知识；同样，同学们也可以准备好

世界地图与欧洲地图，对于非洲、美洲、欧洲

等知识进行标识整理，尤其在对欧洲部分的

复习中可以细化到欧洲国家的具体历史事

件，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议会改革等知识

点。这样的历史梳理，相当于考生结合地图

进行了城市史与国别史的系统复习与梳理，

可以很好地训练时空观念，进行知识整合。

阅读历史教材

二轮复习过程中，通读历史教材，包括

“学习聚焦”与“历史纵横”，也能有很好的收

获，既可以再次熟悉教材知识点，又可以在

“历史纵横”的阅读中对知识有拓展认识。

方法的掌握运用

近几年历史高考中，对考生核心素

养的要求越来越高，具体到学科能力上

有几个要点：获取信息，归纳概括，比较

分析，清晰表述，逻辑严谨。要想达到这

样的能力，二轮复习中，考生要注意如下

训练：

强化历史思维与扩大视野

对历史学科能力有很多种描述和分法，

在二轮复习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应该是

准确描述与区分历史史实的能力和进行历

史思维与按照历史规律进行阐释的能力，前

者着重于史实的存真和历史脉络的厘清，追

求真实以及对历史存在的敏感；后者着重于

在运用史实基础上的思考和对历史的说明、

解释，言之有据，论从史出。基于此，建议同

学们对一个问题，首先要习惯于从具体材料

出发，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大势，结合古

今中外的经验教训，遵循诸如一因多果、一

果多因、对立统一、矛盾转换的辩证思路，就

是具有历史意识的实际表现。其次要多角

度看问题。例如新航路开辟，考生可以从价

格革命来看新航路，从全球联系来看新航

路，从丝—银贸易来看新航路等。

具体在操作过程中，有以下建议。（1）

尝试总结各种题型的思考角度，不仅仅是

认识题、论述题需要有多角度的认识和论

点，分析原因题、影响题等也有诸如此类的

训练。例如2022年北京高考第16题，“以绢

马贸易为例，阐述唐代农耕与游牧民族互

动的影响”，主要考虑到“互动”带来的影

响，就需要我们从双方角度去思考影响，同

时影响也应该多角度（政治、经济、风俗习

惯等）去思考。（2）对自己不擅长的题型多

思考、总结、训练，分析题型之间的差异。

例如评析与认识、论述的差异。（3）审题、信

息、逻辑、表达各环节要进行训练与总结。

此外，在解读题中尤其重视“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看”的训练：“是什么”是概括能力

训练，注意依据材料，如时间、地点、人物、

内容；“为什么”指要注重材料，结合所学思

考；“怎么看”指要集中思考本质、规律、趋

势、特点、理论等。

当然，在二轮复习中，历史视野的扩大

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在复习过程中养成多

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进一步熟练运用

不同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适当了解史学

研究新成果，这些都对我们深化对历史事

物的认识，把握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有积

极意义。近几年历史高考的考查材料新

颖、设问灵活，非常侧重对学生多角度思考

历史问题的考查。

注意答题方法总结

虽然近几年的高考题日益灵活，但是

有些常规题型的考查最为基础也最为常

见，同学们一定要多加练习，注意方法，例

如地图题、分析类题目。在地图题的解题

策略中，首先注意识认地图、读懂题干；接

着阅读图例，根据图例提示提取历史信息；

第三进行空间或时间定位，判断出历史现

象与概念，再运用历史知识时代背景解答

题目。又如分析题，除了依据题目与材料

多角度思考这样的宏观要求外，同学们一

定要注意史论结合的历史答题方法与要

求，史实加结论，不可空谈。

在二轮复习中，只要做好专题知识的

融会贯通以及答题思路与方法的训练，一

定可以让同学们的复习效果事半功倍，知

识与能力双提升。

在复习中也可以用列时序表的方式（见下表）：

14—16世纪

17—19世纪

20世纪

历史大事年表——中西对比

中国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时间

西方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