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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北京“四新”高考元年。从 2022年北京市历史等级性考试试题特点
来看，除了突出核心价值引领，综合考查考生学科素养与能力两大特点外，还有一
个突出特点就是紧扣主干知识，关注新教材新内容。那么，如何依托新教材，进行
精准复习呢？建议考生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利用“单元导言”，构建单元主干知识体系

《中外历史纲要》中的“单元导言”不仅是对教学内容的“导览”，往往还是通向
核心观点的“导航”。深入揭示“单元导言”，可以确定单元课程内容主旨、锚定学习
起点，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完善形成历史认识的基本路径，构建单元主干知识体系。

例如书中第七单元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遇惨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此爆

发。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
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随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
动迅速展开。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加强了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
的重要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
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
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面临着重重阻碍。

精读单元导言后，同学们就可以高屋建瓴地看清这一阶段历史发展脉络，树立
起单元复习意识。

利用“学习聚焦”，落实重点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指出：“在历史教科书的编
排形式上，要注意正文部分与辅助部分的有机结合。”“学习聚焦”栏目作为辅助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独特的地位、特点和作用，既是对教科书相关子目内
容的总结，也能够凸显相关学习的主题内容和重点内容，例如《中外历史纲要》第18
课挽救民族危亡，本节内容共有四个子目——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
军侵华、民族危机加深，而本课恰好有四个“学习聚焦”与之对应。

戊戌维新运动：百日维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在守旧势力阻挠下最终失败。
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兴起，缘于西方势力渗入中国后引发的教民与当地民众

的冲突。
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

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
民族危机的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通过“学习聚焦”问题的研读，可以感受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加入到挽救民

族危亡的斗争中，但由于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归于失败，最终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日趋加深。这样就
进一步夯实了主干知识和重点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学思之窗”，拓展深化难点

“学思之窗”栏目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将课文思考题与阅读材料配合，而栏目提
供的阅读材料主要是历史文献，例如《中外历史纲要》第23课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
战中的一则“学思之窗”，要求阅读这段材料，分析中间政派的抗战主张。

一、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之政治纲领，俾全国各阶
层力量，能迅速集中，各方政治意见能彻底融洽，以树立政府之坚实抗战基础。

二、实现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以增强人民对政府之信赖，并使人民得以自由
发挥其抗战能力……

七、对广大战区中之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失业公务人员等须有妥善之救济
方法。

八、除汉奸外，宜从速开释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之各项特殊条例。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对国民党提出的八大政

治主张》
通过史料研读，可以看出中间派的抗战主张分两类，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八条，

主要表达了用各种手段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第七条表达了对于战争期间劳苦
民众的关注。这些主张均表现出鲜明的爱国和反帝反封建立场，表现了各党派求
同存异、团结抗战的民族凝聚力。本则“学思之窗”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背景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也是大势所趋，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难点问题，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和拓展。

总之，高三历史是一门科学，考生不仅要有严密的知识体系和缜密的思辨能
力，还要走出历史学习“记得越多越好”的传统误区，依托新教材，精准复习，有的放
矢，才能本立道生。

历史：

赋能新教材 精准复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李建忠

一、夯实基础，回归本质

自然地理的本质是物质能量的运动规律，考生要关注两种规律（地带性规律和非地带性规

律）和两种能量（来自地球外部的太阳辐射和地球内部的能量）。如图1，在欧洲大陆西岸纬度30°
到40°，由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决定的气候类型是地中海气候，其对应的自然带是亚热带常绿硬

叶林带，这就是地带性规律；图2在同纬度美洲也是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地带性规律的分布，但是

形状和欧洲西部不一样，其宽度变窄，因其受到地形的影响产生的差异就是非地带性分布规律。物

质和能量的运动要落到五大圈层中，考生要在具体的圈层中找到各圈层物质和能量运动的规律。

图1 图2

人文地理关注时空，时空有尺度的大小差异，以及每个时空的区位因素、环境问题、人地协

调以及持续发展。

区域地理则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都要落脚到的一个空间，区域地理的核心就是关注空

间与发展，即关注位置分布和区域差异；区域特征及要素相互作用。素养导向下的考试基于真

实情境，这些情境可能是生活情境、生产情境和学术情境。考生要重视对情境的解读，不能直

接套用模板，打破模板的关键就是重视区域“本底”即定位，关注区域位置，一切从空间出发。

二、行思共进，颗粒归仓

进入一轮复习后，大部分考生

基础知识已经掌握，但是学习方法

上还待优化，一些考生存在做题堆

砌的现象，没有错题反思环节。期

末考试复习时，考生要做到错题颗

粒归仓，将自己的错题归到相对应

的知识结构中，内化自己还未掌握

的 知 识 。 如 某 同 学 在 通 州 区

2022—2023 第一学期期中的一道

错题（图 3），其错误的原因是地质

作用过程未掌握，需要将错题归到

该知识体系中（图 4）即颗粒归仓，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图4

三、细心审题，严谨作答

1.有效审题——运用地理思维审题
期末在即，如何才能答好题是每一位考生关注的事情。审题是做题的第一步，如何有效审题

直接影响答题的准确率和得分率。高三学生复习时重解题轻审题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学生在

做题时匆匆浏览题目后便立即下笔解答，结果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审题不清而导致失

分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做题时考生应留出更多时间审清题目，明确试题要求和考查意图。

审题时考生需要做到三审：审图像、审文字和审设问。审图像、文字和设问时需要做到：审

试题立意方向；审时间、空间和事件；审区域背景及尺度；审系统要素及关系（位置—自然—人

文）；审问题指向和证据。

2.精准答题——运用地理思维阐述问题
如何在答题时展现更高的综合思维水平？考生组织答

案要做到有位置、有逻辑、有层次、有过程。

【2022东城一模】如图5河南省淅川县主要属于丹江口

水库流域，近年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软籽石榴、杏、李等特

色林果业。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说明淅川县合理发展林果业对丹江口水库的影响。

解答：淅川县位于丹江口水库的上游地区；保持水土，

减少泥沙淤积，保障水库的水质；涵养水源，稳定水库水量。

位置：位于丹江口水库的上游地区（相对位置）。

逻辑：怎么样保证水质水量要有逻辑。

层次：对水库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水质和水量。

过程：有推导的过程，林果业可保持水土，减少泥沙淤积，由此保障水库的水质。

地理：

科学复习 沉着应考
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教师 杨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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