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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活力 计划高效落实
北京宏志中学教师 吴秀君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对于选考政治学科的北京考生来说，面临着较大压力，一是新教材内容繁多、理论性强，二是考查方式

新颖灵活、复合多变。新高考对考生的知识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高三政治学科一轮复习阶段，考生要——

过 了 最 初 的 迷 茫 期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学 习 积

累，停下来适时反思，极为

重 要 。 反 思 包 括 很 多 方

面 ，可 以 是 对 知 识 结 构 的

反 思 ，也 可 以 是 对 学 习 状

态 的 反 思 ；可 以 是 对 某 道

题 的 反 思 ，也 可 以 是 考 后

反 思 、阶 段 性 反 思 等 。 停

下来，沉淀总结，是为了更

好地前行。

总之，在高三政治学科

的第一轮复习中，要脚踏实

地，稳扎稳打，始终保持积极

心态，结合实际制订计划，科

学安排高效落实，以便在后

续阶段的复习中能更加游刃

有余、从容不迫。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希

望广大考生在 2023 年的高

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高三政治复习具有容

量大、难度深、跨度广、情

境新、信息杂、综合性强等

特 点 ，会 使 部 分 学 生 产 生

疲 倦 感 、挫 败 感 等 不 良 情

绪 ，传 导 在 学 科 学 习 上 往

往 表 现 为 过 度 依 赖 老 师 、

应 付 式 看 教 材 写 作 业 、老

师要求理解记忆的知识只

会 死 记 硬 背 、极 少 带 着 问

题进行反思与总结……这

显 然 与“ 以 能 力 测 试 为 主

导”的高考改革方向相悖，

因而也就难以取得理想的

学习效果。考生要立即行

动，改变现状，找到合适的

学习方法。

学习得法，事半功倍。

在高三政治一轮复习过程

中，建议考生实施“四步走”

策略。

有研究表明，阅读后的

记忆率要比听讲后的记忆率

高出1.66倍。政治学科高考

涉及七本书内容，扎实的基

础知识离不开对教材的深度

阅读。阅读过程中，需要注

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认真理解教材

的目录与各章节下的子目的

关系。目录及其子目具有高

度的浓缩性、完整的系统性

和严密的逻辑性等特点，它

能体现各章节、各子目之间

的关系和核心内容。

其次，要经常复述每一

课的知识图谱。它是学习该

课的导游图，能帮助考生把

握教材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

再次，注重阅读教材中

的经典案例或典型情境，如

《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

教材中示例评析等内容。反

复阅读理解，可为解答新题

提供借鉴。

最后，在搞清楚教材知

识脉络之后，以单元为单位

写出思维导图，整理知识框

架。知识网络构建的过程

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的“加工”过程，将知识系统

化、结构化、规律化、形象

化、技能化的时候，需要通

过联系比较、分析综合、归

纳概括等思维活动，这也是

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

过程，有利于提升学科综合

能力。

以 必 修 3《政 治 与 法

治》第三单元“全面依法治

国”为例，可先构建宏观知

识 网 络 ，再 将 细 节 知 识 连

点 成 线 ，建 立 大 单 元 知 识

体 系 ，并 确 定 本 单 元 学 习

路径，形成“知识结构化，

问题清晰化，路径逻辑化”

的 学 习 模 式 ，提 高 学 习 效

能。（见图）

有效阅读 吃透教材

端 正 听 课 态 度 ，是 有

效听课的重要条件。认真

倾 听 ，适 时 归 纳 ，及 时 笔

记 ，防 止 分 心 走 神 现 象 的

发生。珍惜老师的课堂讲

授 ，尤 其 要 重 视 老 师 强 调

的 知 识 重 点 、拓 展 的 问 题

情境、建构的核心脉络、讲

解 的 典 型 习 题 等 ，因 为 课

后的自学很难在相同的单

位 时 间 里 获 得 相 应 的 信

息。每节课后还需进行必

要 的 复 盘 环 节 ，如 笔 记 整

理、核心内容记忆、拓展内

容消化巩固等。

充分信任老师，与老师

保持同频，这是保持课堂专

注度的小秘诀。如此才能保

证每一个 40 分钟的听课效

率，与老师建立长期的良性

互动关系，教学相长。

端正态度 高效听课

做习题是内化知识，培

养能力的过程，也是发现知

识盲点、薄弱点的重要途径，

高三学生一定要认真对待习

题的训练。高考的各类练习

题有很多，同学们该如何面

对这些浩渺的“题海”呢？

通常情况下，老师们已对

习题做过筛选，留给学生练习

的是精挑细选之后的精华。

因此，大部分学生只需按照老

师要求认真完成习题即可，学

有余力的同学还可在此基础

上多做一些更有难度和挑战

的拓展性、延伸性练习。

其中，选择题部分在于

知识准确，在于知识细节。

要想保证选择题准确率，双

基务必过关，吃透教材是重

中之重。要重视梳理知识细

节，厘清易错易混观点，善于

总结整理，做到融会贯通。

而提升主观题的解答能

力 ，则 需 要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首先，保持每日一两道

主观题的训练，题目在精不

在多；其次，务必对所做试题

及时整理，从审题到作答都

要全面分析，将这些典型的、

有代表性的试题消化吸收得

通透彻底，学会举一反三。

通过这样持之以恒地做题以

及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习题的

解析，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

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

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思维

习惯，而且还有利于学生体

会到学习的乐趣，以增强可

持续学习的动力。

精练习题 提升能力

适时反思 沉淀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