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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地理

以高考为纲 提升应考技巧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教师 杨冠群 李 莉

高三模拟考试是对高三生在高考前

的一次检验，通过模拟考试考生可以诊断

在复习中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同时也能

明确后期复习的重点和方向。模拟考试

后，为了帮助考生有针对性地科学备考，

提高复习效率，本文提出三点复习建议。

查找漏洞 明确复习方向

模拟考试后，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分

析总结模拟试卷，明确在试卷中暴露出

的问题，在后期复习中针对问题进行重

点复习和突破。但有些学生只是听老

师进行讲解，并未认真地对自己的试卷

进行分析和总结，甚至有些学生根本不

会进行试卷分析，这样模拟考试的作用

会大打折扣。

试卷分析就是在考试后，针对试卷

中得分率高的优势点和得分率低的劣势

点进行分析、总结和归纳，对优势继续发

扬，对问题制定措施和解决方法。对于

政治学科的试卷分析，考生可以从学科

知识、学科能力、逻辑思维、情境解读、设

问审题、问题解答、语言表述、卷面呈现

等角度出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归因分析

和对策分析，也就是政治学科常用到的

分析和解答方法——诊断出问题就是

“是什么”，问题存在的原因“为什么”，

对策分析就是“怎么办”。进行有效的

试卷分析，能充分查找漏洞，做到心中

有数。模拟考试后，考生一定要认真

进行试卷分析，使模拟考试真正发挥

功能，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回归教材 掌握知识体系

备考后期仅靠“刷题”是不够的，老

师们会强调回归教材，强调教材的重要

性。教材是高考命题的依据，也是学生

学习的基础，因此临近高考，回归教材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和练习，很

多考生认为教材知识已经掌握了，但

是一做题就会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知

识掌握得不精准，错项没有排除，在答

主观试题时会遗漏知识点，甚至不知

道所用知识点的上位知识或范畴，这

样就会影响作答试题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所以经过一轮全面复习，二轮重点

专题复习后，考生在高考前一定要回归

教材，夯实基础知识，掌握学科必备知

识。回归教材不是单纯地将政治学科

4本必修和3本选择性必修教材从头到

尾翻看一遍，也不是每次翻看就是教材

的前几页，这样的“回归”没有什么效

果，甚至是增加负担。真正的回归教材

要弄清教材之间的联系，注重整合跨模

块的相关知识，弄清整本教材的逻辑框

架，明确知识框架下包含的知识点，理

解知识之间的关系。对于熟练掌握的

知识稍微看一看，对陌生的不理解的知

识慢慢地看一看、练一练。回归课本要

科学制订可操作性的计划，做好时间分

配，提高学习效率。

仿真模拟 效仿高考实战

5月，很多学校至少进行了两次模

拟考试，而且做了各区的大量模拟试

题，旨在通过模拟演练，提高考生解答

试题的能力，纠正不良答题习惯，进行

规范答题训练，确保会做的题完整做

对；充分利用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突破

难点，提高得分率；合理分配时间和精

力，提高考试能力。备考后期，考生可

以使用具有权威性的历年高考试题进

行仿真模拟。

考生还要进行与高考相关的心理

调试、作息时间、饮食安排、考前准备等

多方面的模拟，进行实战化演练。模拟

考试与真实高考考场、高考氛围等是有

差异的，考生要有积极的心理暗示，为

自己创设一个仿真的高考心理。这样，

当真的高考来临，心理就不会起波澜，

保持内心平静。

距离 2023 年高考仅剩

半个多月，当前已是复习

的冲刺阶段。如何在短时

间内取得最大的复习效果

是考生们面临的重要难题

之一。就地理学科而言，

2022 年北京卷呈现出试题

素材多样、突出探究过程、

兼顾基础与综合等特点，

符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对 学 生 学 业 质 量 水

平的评价要求：既要从整

体 上 把 握 地 理 学 科 内 容

的结构性与完整性，又要

突 出 地 理 思 想 方 法 和 探

究技能的运用，考查学生

思维能力、探究方法与技

能应用水平。基于此，建

议 同 学 们 可 从 以 下 方 面

改进复习。

夯实基础，完善结构化知识体系

从 试 题 特 点 来 看 ，北

京地理等级性考试基础性

试 题 分 值 占 统 计 分 数 的

50%，创新性试题占比较往

年提升，既考查考生对基

础知识的掌握与落实，同

时强调考生对基础知识的

深入理解和迁移应用。建

议考生可基于核心地理概

念或区域，运用思维导图

等思维工具，自主建构或

完善结构化的专题地理知

识体系，将零碎的、孤立的

知识网格化，厘清地理基

础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

选择性必修三为例，围绕

“ 国 家 安 全 ”这 一 核 心 概

念，考生可以从资源安全、

粮食安全、海洋国土安全、

环境安全等维度，结合特

征差异、原因分析、解决措

施、影响概括等角度，建立

知识间合理联系，构建选

必三基础知识体系，强化

记忆与理解，提升从容应

对全新的、灵活多变的现

实情境的能力。

规范训练，提升针对性应试效果

从 近 三 年 考 情 来 看 ，

地理试题呈现出素材新、

图表新、题型新等符合新

课改要求、顺应时代变化

的特点。在此期间，强化

规范性、针对性答题训练是

保障考生高中三年地理学

习成果高效转化为考分的

必要途径。地理学科复习

要摆脱盲目的题海战术，可

从以下三点进行规范训练：

首先，加强薄弱知识专题训

练，补齐知识漏洞并加深理

解；其次，加强新型试题适

应训练，强化审题、信息提

取、语言表达的规范化；最

后，加强单一题型或整套

试题限时训练，合理安排

不同题型的答题时间，完

善答题策略，稳中求快，拿

全必拿分。

总结反思，构建专题式思维模型

从学考目的来看，地理试

题不仅考查考生义务教育以

来的地理积累，突出基础性，

更要为大学选拔人才提供有

效依据，着重关注考生作答的

思维过程与结果。基于此，地

理试题逐渐呈现“去模板化”，

创新试题设问，任务设计侧重

地理事物差异、变化及形成过

程，以呈现学生在解题过程中

的地理思维过程、探究方法与

技能应用。建议考生要适时

总结反思，既要发现自己的

知识疑惑与漏洞，进行补偿

学习解疑释惑，又要找准自

己地理思维的缺失，总结归

纳解题思路，建构应对不同

考查内容的思维模型。

摆正心态，学会平常心阳光应考

备考过程中压力常伴，

端正备考心态也是保证最后

成功“上岸”的必要一环。考

生要记住三句话：融洽交流，

压力有效释放；正向思维，压

力转化动力；保证睡眠，压力

无法藏身。考生应根据自身

实际，树立实际目标，缓解备

考焦虑，积极阳光应考。

“ 为 者 常 成 ，行 者 常

至”。一切好的学习方法都

需要靠脚踏实地才能见成

效。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希望考生们要发扬“不待扬

鞭自奋蹄”的奋斗精神，勇

毅前行，主动突破，力争在

最后冲刺阶段，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

查漏补缺 回归教材
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 韩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