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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复习中，有四个学习锦囊：回

归教材、注重联系、链接课堂、提升能力，

考生如能掌握并运用，可提升复习质量

与效率。

锦囊一：回归教材，关注知识
的结构化

考生在复习中应注意回归教材。教

材的单元标题一般体现了一定时期的阶

段特点，单元的导言部分用简洁的语言

概括了本单元的核心史事和单元线索，每

课的课题以及子目的标题多是历史学科

的核心主干知识。此外，教材中的各种栏

目资源考生也可适当关注，往年学考中有

使用教材情境命题的例子。建议考生参

考新授课时期的学习笔记或复习资料的

框架结构，有体系地重新阅读教材。

在回归教材的基础上，考生要关注

必备历史知识的结构化，以便于知识的

记忆和提取。在将历史知识结构化的

过程中，考生要重点建构单元标题与各

课间的逻辑关系，课与子目的逻辑关

系，以及单元与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

同时，建议考生参考历史课程标准的要

求，在知识结构图中落实核心主干知

识。思维导图、历史知识框架结构图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考生可将梳理好的

知识结构图循环使用，如练习套题时，

可在结构图中标记考查的知识点与切

入角度等。

锦囊二：注重联系，聚焦历史
的大线索

在知识结构化的基础上，考生可依

托思维导图或历史知识框架图进行二次

梳理，注重四种重要的历史联系，包括历

史发展的古今联系、不同史事的因果联

系（如以工业革命为例，从生产力发展的

角度，初步分析生产力对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领域的

横向联系（如以唐太宗和“贞观之治”为

例，能够分析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

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同时，考生还应聚焦历史的大线

索。例如中国古代史，关注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意义；中国

近代史，关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

历程，知道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性，认识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体悟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英勇斗争的

精神；中国现代史，关注全国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进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程，感受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必然性和探索这条道路的艰巨性和曲折

性；世界古代史，关注区域文明的多元发

展；世界近代史，应关注三条基本线索，

即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主义运

动的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斗争。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和局限性，以及野蛮性、残酷性和扩张

性，认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伟大历史意

义，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资本

主义侵略扩张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世界现代史，主要叙述的是 20 世纪初以

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主要涉及

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新

发展，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社会主

义力量从壮大到遭遇挫折，殖民体系的

崩溃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等内容。

锦囊三：链接课堂，解锁试题
的新情境

学考试题注重在新情境下考查考生

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虽然试题是新的

情境，但其与课堂存在各种关联。考生应

学会建立新情境与课堂所学知识的关联，

实现知识迁移，运用所学历史知识去解决

新情境下的新问题。新情境和课堂的关联

点多种多样，有些需要课堂所学知识提供

基本的时空定位，以判断同时代的其他具

体内容；有些需要用课堂所学的关键史事，

去分析解决新的问题等。

【例】西汉典籍《别录》中记载：“蹴

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材

也。”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戏的可

能呢？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城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很多磨制光滑的石

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生活的

地区，实物和传说正相吻合。——摘编

自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

依据材料，指出作者的观点。

本题材料对于考生来说是新情境，

但课堂所学知识，如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传说与考古的关系、文献史料与实物史

料的关系等，都为解决本题提供了参考

坐标，考生可依托课堂提供的坐标，结合

材料分析得出相对合理的答案。

锦囊四：提升能力，追求表达的
高层次

高层次的历史表达背后，除了准确

理解必备历史知识外，还需要多种历史

学科思维能力的提升。考生应关注历史

概括、比较、分析、阐释、论证等关键能力

的训练。

以历史的概括能力为例，其思维本

质是各科通用的“概括”能力，但同时不

要忽视历史学科自身的学科语言。“概

括”主要是提炼要点、从现象中抽离本质

等，历史学科的概括能力最终要注意用

学科的语言去表达。考生在阅读历史教

材或课堂学习材料、新情境试题材料时，

应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从材料中提炼关键

信息，概括中心思想、历史事实本质特征

或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等能力。

以历史的分析能力为例，有时需要

考生从新情境中分析出具体的史实，有

时需要考生用所学历史知识去分析新情

境下的新问题。对于前者，考生要提取

新情境中的关键信息，比如时空信息、人

物、事件等，最终以课堂所学的知识结构

为依托，去建立材料和所学之间的联结

点，进而锁定准确合理的历史史实。对

于后者，考生需要从已知到未知，依据课

堂所学的历史知识去建立其和新情境之

间的关联，依托这种关联性去建构所学

与新问题之间的合理性阐释。

“一模”后是巩固基础、提升能力的关

键时期。考生一方面要认真分析“一模”题

目，查漏补缺，巩固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

梳理核心知识和方法来建立知识间的关

联。对于相似或易混淆的概念和实验，考

生可利用类比、对比的方法进行分析。

一、类比方法

类比方法是把具有类似特点的知识放

在一起分析，找到它们的共同本质和内在

关联，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问

题的灵活性。

1.概念的类比复习。物理中有不少通

过比值定义的概念，如速度、密度、压强、功

率、电阻、比热容、热值等。考生可类比分

析这些概念的建立过程、物理意义等，以速

度为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解决什么问题：运动路程和时间

都不同时，怎样比较两个物体运动快慢。

（2）解决问题的思路：把新问题转化

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即相同时间比较路程

长短。

（3）定义式及物理意义：v = s
t ，速度是

单位时间内物体运动的距离。

（4）区分定义式和决定条件：路程和

时间的比值用来描述和计算物体运动快

慢，决定运动快慢的是物体自身。

除此之外，考生还可以类比分析沸腾

和晶体熔化图像、机械能和内能等内容。

2.科学方法的类比复习。物理中的科

学思维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考生可

通过类比分析，体会、掌握这些方法的应用。

（1）控制变量法。考生可通过以下两

个步骤，类比分析各类探究实验，熟练掌

握控制变量法的应用。首先，根据实验目

的识别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其

次，结合题目所给器材，思考如何改变和

测量自变量、因变量，同时保持控制变量

不变。例如，在“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和

接触面积是否有关”的实验中，首先明确

自变量是接触面积，因变量是滑动摩擦

力，控制变量是压力和接触面粗糙程度；其

次利用题目所给器材，可以将各面粗糙程

度相同的同一长方体分别侧放、平放来改

变接触面积，同时保证了压力和接触面粗

糙程度不变。

（2）转换法。把不易观察的现象或直

接测量的物理量，转化为直观的现象或易

测量的物理量间接测量，考生可梳理出这

类实验进行类比分析，熟悉常用的转化操

作方法。例如，将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

的多少转化成液柱上升的高度，将液体压

强的大小转换为微小压强计液面的高度

差，将从斜面上滚下的小球动能大小转化

为小球推动木块的距离长短，将电磁铁磁

性强弱转化为吸引大头针个数的多少，将

音叉振动转换为乒乓球振动等。对于转化

法的分析，要特别注意明确实验中的各个

物理量，例如在研究影响动能因素的实验

中，因变量是小球动能大小，而不是木块移

动距离，控制变量是小球到达平面时的速

度，而不是小球在斜面的高度。

（3）等效替代法。在保证某种效果相

同的前提下，将陌生、复杂的物理过程转化

为简单、易于研究的过程。例如，合力和等

效电阻概念的建立过程，考生可以从三个

方面类比分析：一是要理解“等效”的含义，

即合力和几个分力的作用效果相同，一个

电阻和几个电阻对电流的阻碍效果相同；

二是要理解“替代”的含义，合力和分力、等

效电阻和几个电阻不能同时出现；三是掌

握合力和等效电阻的计算。

（4）模型法。模型是为了研究问题方

便而对研究对象作的一种简化描述。例

如原子核式结构、光线、磁感线等。考生

首先要知道模型是如何描述研究对象特

性的，比如磁感线的疏密程度描述磁场强

弱，磁感线的方向描述磁场方向；其次要

明确模型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为研究

方便而人为创设的，如磁场是真实存在

的，而磁感线并不存在。

二、对比方法

对比是对易混概念、实验进行分析，找

到其异同点，可以提高对知识理解的精

度。下表对比分析了相互作用力和平衡力

的异同，可以帮助考生在受力分析中准确

识别研究对象（即受力物体），正确画出受

力分析。

考生还可以列表对比分析牛顿第一定

律、滑动摩擦力影响因素以及动能影响因素

三个实验，液体、固体压强的产生和计算，发

电机和电动机模型及原理，电功、电热与比

热容的概念和实验，电压表和电流表使用，

光的折射和反射规律，压力和重力区别等。

物理 历史

巧用类比对比法
梳理易混点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教师 陈鹏伟

相同点

不同点

受力物体

施力物体

产生

示意图

一对平衡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作用在同一受力物体

可以是不同施力物体

没有关系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两个物体互为受力物体

两个物体互为施力物体

同时产生、消失

四锦囊提升复习质量与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教师 徐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