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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困难 接受挑战

居家学习备考是 2022 年初三

考生面临的挑战，缺少了学校老师

的督促和同学互帮互促的学习氛

围，每个人都有一种孤军作战的感

觉。其实你的老师和同学们就在屏

幕的那一端，遇到问题后主动求助，

解决问题后积极分享。线上学习只

是交流方式变了，你并不孤单。

同时考生更要认识到线上学

习最需要的是自律。课上紧跟老

师的复习节奏，课下主动进行查漏

补缺。学考比的是复习效果，更是

心态。考生要保持自觉、积极、主

动的学习状态，正所谓“自律者出

众，慵懒者出局”。

抓住重点 有的放矢

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

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

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查的是学

科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在历史

学科的最后复习阶段，考生要回归

教材，回归主干知识，梳理大事件，

理解史事之间的联系，认识阶段特

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用对方法 事半功倍

1.利用好“年代尺”学习工具
考生可用“年代尺”梳理大事

件，并将这把“尺子”内化于心。考

试的时候，虽然试卷上出现的是陌

生的情境和新的问题，但考生可以

在材料信息的引导下，将其精准落

位在“年代尺”上，这样就清晰了考

题的时代背景，帮助答题。手握

“年代尺”这把利剑，就可以使新问

题迎刃而解。

2.理解基础上的记忆
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记忆是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死记硬

背。历史内容繁多复杂，但是任何

历史现象都处在一定的联系中。在

历史复习中，考生要运用联系的观

点梳理大事件，并能建构史事之间

的联系，厘清历史为什么这么发展，

作出解释，形成历史认识。这样做

可以帮助考生形成历史知识的系统

化、序列化认知，进而从整体上把握

历史的根本特点和整体结构。

3.认真对待做错的题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不建议考

生大量做题，但要认真对待做错的

题。选择题做错，要把它考查的这

一类问题梳理成小专题；综合题答

不全，要对照标准答案去拓宽自己

思考问题的角度。对做过的试题

要多思考，形成自己的答题方法和

技巧，这样的做题才是有意义的。

制订计划 把握节奏

历史复习不能搞突击，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需要考生做好考

前复习规划。依据自己实际存

在的问题，将学考时最终的大目

标分解成每天要完成的小目标，

也可以与自己学习程度相仿的

同学结伴打卡，互相监督完成每

日复习任务。总之，个性化的备

考计划制订出来，关键是要严格

落实。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不气馁、

不松懈，保持积极乐观的学习态

度，相信考生会自信从容地步入

考场，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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