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模是对考生高三复习质

量的阶段性检测，也是帮助同

学们查漏补缺、总结提升的重

要窗口。一模后的主要任务，

是找到提升自己学业水平的关

键区间，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实

现知识、方法与素养的提升。

一、用好思维导图，夯实知
识体系

知识是学习与考试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由

于地理学科的综合性与生活性，

知识庞杂，这给高三考生复习加

大了难度。事实上，即便经过了

一轮复习，许多考生在一模中仍

然“记不住”“想不到”相关知识

点，这是因为知识在脑海中没有

经过有效的整理归纳，在考场中

就难以“调取”相关知识来解决问

题。因此，相比于反复跟知识点

“死磕”，更重要的是构建地理学

科的知识体系，将孤立的知识点

嵌入到成体系的知识结构中，厘

清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思维导图

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有力工具，考

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绘制

各章节导图，也可以借鉴成型的

导图，将知识点整理入图，以达到

构建知识体系的目的。

二、做好试题分类，构建方
法体系

解题方法的有效运用，是考

试中将知识落地的途径。然而，

虽然在前期的解题训练中考生

已初步具备了解题能力，但一模

考试中，因试题情境的创新与考

查难度的提升，许多考生仍在解

答综合题时应对无措。这是因

为，考生在前期训练中掌握的方

法更多是“一题一策”，难以迁移

去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构建一

套综合题解题的方法体系尤为

重要。一模后，考生可尝试将试

题按照问题类型分类，如特征

类、原因类、条件类、影响类等，

提炼、归纳各类问题的思维路径

与作答方法，形成应对综合题的

方法体系，以便在考试中见招拆

招，游刃有余。

三、整理旧题错题，细致查
漏补缺

一模后，许多考生希望靠

刷题来缓解焦虑，提升成绩。

事实上，只要能够保质保量地

完成老师布置的习题任务，就

能够保持手感，增益收获。对

大多数考生而言，相比于盲目

刷题，整理错题是更为高效的

学习方式。试卷中的每一道错

题都藏着进步的钥匙，考生可

以将每一道错题分类归结到自

己的知识体系与方法体系中

去，明确试题考查的知识与能

力，分析错因，继而有针对性地

查漏补缺，提质增效。

四、回归教材案例，深化核
心素养

“稳中有变”是近年来北京

等级考命题的基本特征。在试

题中，变化的是试题情境和考查

方式，不变的是对地理核心素养

的考查。一模后，高三复习进入

冲刺阶段，考生面对海量的知识

与情境，难免“乱花渐欲迷人

眼”，反而抓不住地理学科的精

髓。教材中的主干知识与经典

案例，是地理核心素养的最佳载

体，因此，对于已形成较完备的

知识与方法体系的考生，在高三

复习的收尾阶段，回归教材，在

经典案例中体会地理逻辑、地理

思维和地理观念，可以达到端本

正源，返璞归真的效果，深化地

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15 高考·辅导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岳 阳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如

何在这段时间内提升学习效果，

提高复习备考效率，是同学们亟

需解决的问题。2022 年高考和

学业水平等级考评价研究总报

告指出，要“突出立德树人，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考出来；突出主干知

识，把课堂表现考出来；突出学

科思想和方法，把实践能力考出

来；突出北京学生特点，把创新

精神考出来。”在高考政治复习

中，以时事为载体，以议题为依

托，落位学科核心素养，是常用

的复习手法。所以在接下来的

复习中考生要围绕“四个考出

来”让时事发挥更大作用。本文

以时政素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十周年”为例，为考生介绍高

考政治复习策略。

一、将时政与议题式复习相
结合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

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

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以培

育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为 目

的。在课程实施中，要通过议题

的引入、引导和讨论，使教学在

师生互动、开放民主的氛围中进

行。所以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与议题结合在一起，融入时政内

容 进 行 高 三 备 考 也 是 应 有 之

义。如在复习必修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时 ，可以“从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十年中国实践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议

题，结合情境，设置问题开展讨

论；结合社会主义诞生过程分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意义；结合改革开放的历程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实

践思考如何解读新时代等。

二、以时政情境为依托，夯
实必备知识

必备知识的积累是考生形

成 关 键 能 力 和 学 科 素 养 的 基

础。而必备知识的梳理是离不

开学科大概念支撑的，考生要在

高考复习中形成知识的整体性、

系统性、综合性。经过两轮复

习，考生基本已具有一定的知识

积累，能够将知识很好地融入情

境中。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时政大课题，它的内容复杂多

样，考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老

师的带领下梳理有关人类命运共

同体诠释的学科大概念以及学科

主干知识。以必修三《政治与法

治》为例，考生可以结合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梳理相

关必备知识，如：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

产党的先进性；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

中国共产党等。尤其针对教材新

增改的内容，考生要建立与学科

大概念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也是

高考试卷中占有较大比重的部

分，一定要重视。

三、将时政素材转化为试
题，考查学科关键能力

学科关键能力是高考考查的

重点内容，高考考查要求突出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但

是无论考查何种能力和学科素养

都离不开试题情境的设置。在高

考和学业水平等级考中，无论是客

观题还是主观题，时政情境设置都

占有很大比例。如：北京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中，第1题引导学生从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中思考党带领人民取得重

大成就的历史经验；第3题通过回

顾中国共青团“与党同心、跟党奋

斗”的百年历程，引导青年学子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誓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命运紧密结合，把“小我”融入“大

我”，用接续奋斗谱写壮丽的青春

之歌；第18题立足北京“建设增进

人民生活福祉的宜居活力之河”这

一规划愿景，选取城市滨水空间提

升改造的真实事例，让学生参与改

造过程中议事协商规则的设计，并

思考这一设计背后的制度因素和

现实要求，提升社会参与能力。

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

要时政素材，考生在进行时政复习

过程中，可以将议题、情境、主干知

识自行融合成一道试题，进行有针

对性的训练，提升关键能力。针对

基础性要求，情景可以简单些，对

于综合性要求，情景可以复杂些。

在作答时，针对创新性要求，答案

要具有开放性。考生可以与教师

一起编制试题，鼓励同学灵活机动

地开展复习活动。以选择性必修1

为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政

素材中，可以围绕国际关系、时代

主题、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全

球化和国际组织等基础知识展开

复习，也可以设置较为复杂的情

景，设置较为开放性的问题，如设

置“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

时代潮流大势，首次提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指出这个世

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并设

问“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时代价值。”

总之，在高考复习中考生可以

借助时政的力量，自主设置不同类

型的试题，完成基本的学科任务，

如描述与分类、解释与论证、预测

与选择、辨析与评价等，从而提升

学科关键能力，培养学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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