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疫情影响，正在备战高考的高三生不得不切换到“居家学习”，开始了“线上备考”。在

这个关键时期，考生如何在历史学科考试中发挥得游刃有余？本文将提供以下几个妙招。

选择题：三审三校两注意

三审题干三审题干：：一审明确选择范围，审时空角

度等限制条件；二审明确中心内容及其内涵

和外延，也就是审关键词；三审明确考查意

图，也就是审整体立意。

三校选项三校选项：：一校是否符合历史史实；二校

是否符合主体内容；三校是否与题干有必然

的逻辑关系。

两项注意两项注意：：一是注意选项中的绝对性词

语表述，如“彻底”“根除”“绝对”“全都是”

等。一般情况下，带有绝对性词语或表述的

选项都是不正确的，要格外引起注意。二是

注意选项中通识性话语的表述，如“辛亥革命

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遵义会议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等。

一般来说，通识性表述的选项往往都是正确

的，但也要与题干信息进行印证。

材料题：“审、读、联、答”四步法

第一步第一步，，审设问，明意图，明确答题方

向。审“五要素”：答案来源、答题要求、答题

条件、答题内容以及得分点。

第二步第二步，，读材料，抓关键，提炼材料信

息。通过提示信息，确定材料主旨。找时间

和空间，撑起历史材料的骨架。利用标点符

号分层，找出关键语句。

第三步第三步，，找关联，用方法，整合有效信息。

如变化类的题目，必须答出“变化”前和“变化”

后 的 情 况 ，常 用“从……到……”“由……

到……”。再比如影响（作用）类的题目，可以

从材料背景、内容方面推理，从材料影响中直

接概括，从命题者意图入手等方面考虑。

第四步第四步，，组答案，重规范，书写简洁准

确。这里尽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拟定提纲，

讲究逻辑顺序；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叙述完

整；学科语言，逻辑清晰，要点简明扼要；答题

格式规范化，层次清楚，逻辑准确。

高三政治学科试题通常题量大、信息量

大，且题目灵活性、综合性强，大部分考生在

考试中一刻不歇都在答题，普遍反映作答时

间十分紧迫。部分考生盲目求快，缺少有效

思考，作答不准确，导致得分不高；部分考生

存在时间分配上前松后紧甚至留白的情况，

导致严重失分。本文将从时间分配、答题方

法等方面给予考生考场作答建议。

时间分配要合理

首先，考生要利用好发卷后开考前的 5

分钟。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后，快速浏览整份

试卷，对题量、材料、设问、题型等做到心中有

数。

其次，答题过程中要有时间概念。选择

题尽量在 15 分钟内完成，主观题每题平均 8

分钟左右，最后能留出 5 至 10 分钟检查为

佳。一旦出现某题严重超时，将会影响整体

作答效果。因此，如果考场上遇到难题，考生

思考时间过长仍不能解答，要做好标记果断

跳过，待全部作答完毕后再返回补漏。在平

时复习时，务必加强限时训练。

选择题力求“平稳、细致、精准”

“得选择得高分”。选择题要尽量少出

错或不出错，心态要平稳、阅读要细致、选

择要精准。除了平时通常用到的排除法、

比较法之外，考生还要坚持“以干求肢”的

解题原则，仔细阅读与分析题干，明确题干

的要求和规定是进行选择的出发点，当然，

这也是解答主观题必有的环节。备考过程

中进行大量的限时训练是很有必要的，考

生要细致阅读题干内容，准确把握题干精

神，通过训练培养阅读能力，落实细节知

识，梳理易错易混，建立核心脉络，提升做

题速度。

主观题解答“懂意图、多维度、重逻辑”

考场时间有限，分配到每小问的时间只

有 8 分钟，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到审题、思考、

作答一气呵成，具备良好的作答习惯及解题

能力十分重要。

审题环节审题环节：：根据设问及材料分析命题意

图，定“方向”。答题前，考生要认真阅读设问

及材料，同时在卷面上画出关键信息，分清情

境材料共有几层，读懂每层大意，从每层事实

材料或引文概括出其中隐含的观点，快速调

动相关学科知识。

思考环节思考环节：：结合材料与设问确定切入点，

定“维度”。通过思考，考生要初步建立问题

逻辑、情境逻辑与学理逻辑的关系。如本题

大致从几个角度、几个主体、几个层次来作

答，在头脑里形成框架，可在卷面上写出多个

维度的关键词。

作答环节作答环节：：组织答案突出专业性、层次性

及逻辑性，确定“要点”。在前两环节基础上，

胸有成竹，开始动笔。考生要运用学科原理

或观点分析情境，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阐明问

题，理例结合，将学理与事例深度融合。多个

要点之间可以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微观到

宏观，或者由分析到综合，由普遍到特殊，或

者由设问中的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逐级深

入、层层剖析。

此外，书写规范，要点清晰，卷面整洁等

也是加分项。希望同学们在考试中平稳心

态，注重细节，沉着应考，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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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注细节 沉着应考

历史：选择题材料题 答题有技巧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费小建

区域图、统计图、剖面图、等值线图、表格等，是高考近年来考查

地理能力素养的有效载体，地理学科的考试可谓“无图不成题”。在

期末考试中，答好绘图题要讲究策略方法。

绘图的实质是将从图表中提取的关键信息进行再加工的过程，

所绘图示的准确性与提取信息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因此，绘图的过

程也是运用从图文资料中提取信息再加工的过程。绘图题可以分

三大步骤完成，下面以绘制地形剖面图为例进行方法总结。

（一）读取图文材料，提取有效信息

读等高线地形图，整体判读从甲到停车场的海拔高度变化趋

势，确定纵向坐标轴。据图获取比例尺信息，计算从甲到停车场的

水平距离，构建横坐标。

（二）分析问题，判读得出关键信息

读取起止点、极值点的海拔范围，量距离、定位置、描点。

（三）运用有效信息，整合思路要点

用平滑的曲线连接关键点，并标注起止点名称。

根据所绘制的剖面图得出结论：某同学站在甲地不能观察到停

车场。理由：视线范围内有山脊（山、山脉）阻挡。

通过专题绘图训练发现，考生对统计图类绘图试题掌握情况较

好，但地形剖面图的绘制对于考生而言用时较长，有一定的难度。

典型问题如下：

①等高线判读有误，地形剖面图整体趋势绘制错误；

②构建的坐标轴代表的含义及单位不能准确标注；

③坐标轴数值刻度间距不相等，不标注原点；

④起止点的海拔、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海拔范围读取有误；

⑤不能用平滑曲线绘制。

以上也是考生在绘图过程中需要有意识注意的方面。

其实，不仅绘图题可以运用以上三步法，选择题与综合题都可

以参照从图文资料提取信息的方法：先读题，将关键的要素信息圈

划出来，包括时间、位置、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再审题，明

晰题干的设问动词与问题内容。考生要特别注意题干的行为动词

是要求“分析、说明”，还是“说出、评价”，进而破题，调用已有知识，

剖析图文资料提供信息中的关联、隐含信息，最终实现解题的目的。

地理：从绘图题出发

学习解题技巧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教师 王翔宇

北京宏志中学教师 吴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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