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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依托教材立足课堂

掌握史事认识规律
北京市第四中学正高级教师 王小琼

道德与法治：

稳心态重方法 关注时事热点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高级教师 张明杰

“一模”考试是

考生在学考前需经

历的知识、能力和

素养方面的高综合

性测试，高度仿真

学 考 。 现 在 距 离

“一模”还有一月左

右，对于“一模”备

考，我给考生提出

如下建议。

一、稳心态，定计划

我们既要重视这次考试，又不要过度紧张焦虑，

把它当作学考前查缺补漏的好时机。我们要全面检

测自己的知识积累、应考经验、考场时间把控和书写

作答的实操性演练；认真做好自主复习的计划，按部

就班完成；不前置性担忧考试结果，把注意力调整到

关注备考的细节中，重视准备的过程，相信考生会收

获自己满意的成果。

二、重方法，巧备考

（一）构建知识逻辑框架
我们要面对的考试范围是道法学科三年六本教材

的知识，知识点数量多且零散，还有大量的相近内容，

容易混淆，这就需要建构知识的逻辑框架。

1.考生可以用“主题词”归纳梳理知识，用教材单元

的核心词做主题来梳理，比如：九上教材第二单元《民

主与法治》，可将民主、法治作为两个小主题梳理相关

考点，并找到民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如下图所示：

九上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2.考生要按照“道德—法律—国情”三个板块梳理

考点，打通板块之间的联系，宏观掌握考点的知识体

系。如下图：

（二）自主研究试题
1.选择题备考技巧：选择题是客观题，每个选项的

排除必有依据。考生可依据知识、设问和材料提示的

信息，进行反复比较，对选项进行选择或排除。考生要

注意常见的选择题设计。

（1）主体与行为是否匹配，例如：

选项1，政府要依法执政 。×

选项2，公民要严惩犯罪。×

选项3，司法机关要严格执法。×

（2）设问角度和选项不对应，例如：设问角度是“为

何”，④选项回答的是“如何”。

……我国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在于（ ）

④保护生态环境就要保护生产力

（3）注意排除正误交叉的选项，如下选项：公民这

一主体可做到“合理使用手机”，但“保障社会秩序”是

国家机关的职能。

……，这启示公民要（ ）

A.合理使用手机，保障社会秩序
√ ×

（4）选项是不完全表述，例如：此题要求概括两段

话内容，A和B选项只解读了一段材料信息

【2021北京2】下列选项最能概括两段对话内容的

是（C）

奶奶：小明，这个新手机

怎么用？

你来教教奶奶。

小明：好！包教包会，免学费。

小明：奶奶，老师让我们

学做一道菜，您教

教我吧。

奶奶：好呀！我来教你。

A.孝敬长辈，体味亲情

B.热爱劳动，自立自强

C.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D.消除代沟，跨越年龄

错题是宝。我建议考生在“一模”前，总结属于自

己的“高频错题”，定期回顾做过的错题。考生可以依

据以上的常见选择题设计，对照自己出错的题目，查找

原因，总结经验；亦可对选项中常见的“经典错项”进行

总结，归纳出易混易错的相近内容。

2.主观题备考技巧：考生要在复盘中比较，找到试

题的个性，比较异同，总结经验，完成复习的“闭环”。

复习包括落实基础知识、巩固练习、改错和总结

与反思。考生要学会复盘，在回顾中总结经验，才是

真正完成了“闭环”复习。学考的主观题设计是依托

情境和时政背景的，赋予了每道主观题独特的“个

性”。考前，我建议考生，不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刷题

上，不妨将做过的主观题依据时政背景、主题知识进

行归纳，对比试题的设问、材料和答案的差异，积累经

验。例如下面两题都是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时政

背景设计的考题。

【2022北京市海淀区期末2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为什么我国将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

【2022北京市燕山区一模18—2】有人认为家庭教

育是“家事”，将其上升为“国事”，有点小题大做。运用

所学知识进行辨析。

以上两题，看似设问相近，但实则材料的情境给予

的信息差别很大，海淀的考题材料侧重给出法治、德

治、家长义务的信息，而燕山考题材料则侧重于从公民

权利和义务的视角给出信息，导致两道题的得分要点

区别较大。此题给考生的经验就是要善于挖掘情境中

的信息，对接学科观点，梳理解题思路，确定答题要点。

三、关注并研究热点

道法学科的题目，源于生活。考生要多关注时政

热点，培养自己的时政素养，关注国家的时政大事，如

二十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新论断，关心2023年两会的热

点话题，了解 2022年感动中国人物的事迹……考生要

试着用学科观点解读热点话题，做到学以致用。

“一模”在即，如何

高效备考是考生关注

的焦点。以下建议供

大家参考。

一、了解历史
试题特点，明确备
考方向

历史试题注重用

文物图、历史地图、历史漫画、示意图、柱状图、表

格、文字等材料来创设问题情境，考查历史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史事和各种联系，需要考生综合运用阅

读、说明、概括、比较、分析、论述等学科思想方法，

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

规律和大趋势，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人文情怀。

复习时，考生应紧密结合历史试题特点来备考。

二、依托历史教材，掌握重要史事和各种
联系，认识历史规律和大趋势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史事主要包括重要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这些知识分散在六

本历史教材之中，我建议考生依托教材按时序，从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外交往等角度

来梳理。如，以中国古代史为例，考生可从政治角

度，将秦始皇、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太宗、康熙帝

等人物整理在一起，从时代、主要事迹、历史贡献、

评价等方面列表归纳，或用结构图示、思维导图将

知识结构化。在评价时，考生要把该人物放在具体

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分析，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

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发

展，坚持辩证评价，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在梳理史事时，考生要能够了解并认识四种

重要的历史联系，即古今联系、因果联系、横向联

系、中外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

时代特征，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大趋

势。以“工业革命”为例，考生既要掌握工业革命

的时间、背景及主要成就，还要用联系的视角分析

其影响，认识 19 世纪中期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

势。一方面，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人

类进入“蒸汽时代”。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

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工人运动兴起，

马克思主义诞生。再者，成为工业强国的西方国

家不断进行殖民扩张，如 1840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

了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1856 年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

内忧外患中，洋务运动兴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

历程。

三、立足课堂学习，通过适当练习，提升
学科素养

课堂是学习的主渠道，老师会统筹安排学习进

度，并通过自己的教学，讲述具体史事，开展史料研

习，组织历史论证，对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如，老师会指导大家梳理教材，阅读历史材料，解析

历史概念，概括历史特征，分析历史问题，认识历史

规律和大趋势，并组织必要的试题练习和讲评。考

生课堂上要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老师组织的活动，

用心完成作业练习并改错，主动向老师和同学请

教，不断提高自己的历史学科素养。请记住，行动

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6 特别策划 2023年3月25日 星期六

名师支招“一模”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