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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夯基提质 稳扎稳打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教师 何文静 和静

编者按：
新学期开始了，高三的同学们如何高效安排这一年的学习？怎样合理分配时间，科学备考？本期我们邀请经验丰富

的各科老师为考生指点迷津。

语文：

致广大而尽精微
北京市第五中学教师 朱香平

《礼记·中庸》有曰“致广大而尽

精微”。就高三语文备考而言，“致广

大而尽精微”意味着从宏观上把握高

考脉搏与方向，明确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与课程目标，深入理解高考的核心

功能、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从微观

上精准把控落实好复习过程中的精

细微小之处，了解自己的优点、弱点

和潜在提分点，“精微”于知识，不遗

漏、不放过，让自己的知识体系经得

起一次又一次考试的检验；“精微”于

方法，不迷惑、不混淆，让自己的逻辑

体系能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高三复习备考切忌避实就虚、

浮光掠影、杂乱无序。强化基础落

实、强化审题训练、强化答题规范、

强化思维训练乃至强化书写训练都

是考生日常之必需。

从备考节奏来说，高三一年的

整体安排一般会涉及到三轮复习：

一轮复习重在专题训练，覆盖考点，

逐一复习到每个知识点，突出一个

“全”字；二轮复习着眼提升，重点突

破，以期触类旁通，把零散考点串联

起来，形成知识和能力的链；三轮备

考，重在整合，使备考知识“结构

化”，提升备考能力，强化实战，查漏

补缺，固化成果。

一、强化积累，夯实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轮

复习重在强化考生对考点、知识体

系的梳理，要扎实掌握各板块所涉

及的基础知识与解题方法，紧跟老

师的教学导向并且保持主动整理与

反思的习惯。

基础知识的积累包括易错字

音、字形，病句、成语辨析，文言实

词、虚词、句式，文化常识等，记下平

时错过的题目或是不确定的知识

点。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消化巩固，

确认掌握的便打勾，下一次记忆时

直接跳过，等到考前复习时再全部

看一遍。

阅读理解题的积累也可分为不

同类别，比如句段赏析、形象概括、

情节作用、诗歌常用意象等，每个类

别集中抄录平时遇到的典型题目，

根据答案总结出各自对应的答题范

式并标记在册。

写作的积累离不开素材的收

集，要有材料意识，即随时准备材

料、熟悉材料，关注时事，了解热点，

关注社会生活，广泛积累素材，注重

材料的时代性，形成自己的特色材

料。要多挖掘自身材料，关注社会

材料，整理书本材料。平时养成思

考的习惯。遇见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要学会寻根求源，多想想这件事情

背后真正的原因，反映了什么社会

现象，好或不好。如果好，好在哪

里，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好处？如

果不好，这种社会现象是怎么造成

的，怎么改变？坚持这样的思考能

够很好地锻炼逻辑能力，拥有更丰

富的知识储备，让思想更有深度。

一轮复习还要注意回归课本，

重视教材，积累基础知识，掌握基本

能力。教材中的文言文、古诗词，要

逐篇过关落实。因为古代的语言现

象在其中出现得非常典型，诸如虚

词“以”“而”“其”等的用法都以很高

的频率出现，掌握之后就可以利用

这些已有知识扫除阅读课外文言文

的障碍。

二、读写打通，学以致用

坚持高质量高层次阅读：诵读

时文美文，汲取思想精华，领悟写作

技巧，积累语言材料；诵读近几年的

高分满分作文，揣摩作者是怎样审

题、构思并运用素材的，掌握考场作

文的一般写作规律。

坚持动笔写作，哪怕进行提纲

式或段落式写作，拿到一个题目后

只写题目、开头和结尾；或者看到一

句富有深意的话去进行思维发散训

练，把你所体悟到的深层内涵扩成

优美语段。这些都是培养和保持乃

至提高语文能力的最佳途径，是语

文学习的源头活水。

无论是微写作还是大作文，其

实都在考查同学们对材料的剖析力

和掌控力。读写打通，学以致用是

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勤于阅读积

累，勤于动笔，或精心摘抄，或写只

言片语的感悟思考，或汪洋恣肆地

创作。长期坚持，必然会提升语文

核心素养。

就高考而言，记叙文和议论文

两种文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

形成适合自己、适合题目、适合材料

的作文结构样式和写作技巧。写完

后一定要反复地找老师，听取老师

意见并进行修改，直到打磨出一篇

“完美”的作文为止。

高三备考难免会有“欲渡黄河

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纠结苦

恼，但只要我们葆有“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的梦想，有“雨打霜侵

寻常事，仿佛终南十里藤”的韧性，

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的坚毅，那么，即使“雄关漫道真

如铁”，也敢于“而今迈步从头越”，

以期达到“我见试题多妩媚，料试题

见我应如是”的自信洒脱！

一、重点任务
“旧”的复盘和“新”的突破
二、学习提示
1. 全面复盘错题。将积累的错题从

知识点、素养、错因等不同角度进行全面

梳理，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出错。

2. 关注新题型、新方向。聚焦北京

新高考以来历年的创新题型，还可以适

当了解近年全国卷和部分地方卷（如山

东、浙江）的新题型。此外，对于近两年

的时政热点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比如

近年来总书记提出的黄河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与魂”，今年的第 19 题就考查黄

河在中华民族探求救亡道路过程中的新

内涵。

三、自我评测
1. 能否对任意错题进行全面讲评，

且衍生的知识点无缺漏。

2. 是 否 对 新 题 型 建 立 起 了“ 熟 悉

感”，能否尝试自己命题。

总之，高三复习要根据老师安排、

结合自身情况，扎实稳步推进。从记忆

知识到运用知识，提升在新情境下解决

历 史 问 题 的 能 力 ，在 夯 实 基 础 的 前 提

下，逐步提升自己的应试能力，以最佳

状态迎接高考的检验。

自 2020 年北京新高考启动以来，历史等级性考试坚持从学科本质出发，注重

考查考生的历史思维水平，引导高中教学落实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整体上可

以说是“稳中求进”。在此背景下，2024 届高三历史考生的复习既要不断夯实基

础，又要注重提升学科思维和能力。

通常来说，高三上学期基本会完成一轮复习，寒假后是二轮复习（2024 年 2 月至

4 月），以及最后的考前冲刺期。对于高三学生，在了解学校老师对全年复习整体规

划的基础上，应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笔者认为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

调整，每个阶段都有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以下简要说明。

一轮复习关键词——基础与规范
一、重点任务
自主构建“整体历史”，熟悉高考题型。
二、学习提示
1. 潜心研读教材，自主构建全面、系

统的通史体系。比如工业革命的内容主

要涉及《中外历史纲要（下）》第 10 课《影

响世界的工业革命》、选择性必修二第 5

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而间接相关

的多达 25 课，因此一轮复习时对教材内

容可以利用时间轴、思维导图等多种形

式进行细致整合。另外，教材中诸多辅

助栏目中有丰富的材料，有助于理解相

关历史问题，往往是高考出题人关注的

方向，学习中也要善于利用。

2.“左图右史”，在时空定位下理解

历史。历史学科涉及大量的地理概念，

如“关中平原”“岭南”等，部分不选地理

的同学空间认知相对薄弱，高三复习则

要强化时空观念，要充分利用历史地图。

3. 适当刷题，培养答题规范。一轮

复习时配合复习进度需要适度刷题，尤

其 是 近 三 年 北 京 卷 高 考 题 要 认 真 对

待。通过做真题明确考点，熟悉基本题

型，规范答题格式、积累答题语言。特

别提示:高三阶段一定要准备错题本,收

集平时练习、考试的错题，并及时进行

分类整理。

三、自我评测
1. 能否将课标要求转化为问题，并

能顺畅回答，一一过关。

2. 能否用思维导图、时间轴等呈现

历史发展大脉络、大事件等。

二轮复习关键词——贯通与深化

一、重点任务
提升历史认识，训练答题思维。
二、学习提示
1. 通过专题史复习，多角度认识历

史的发展与变迁。注意总结和理解阶段

特征，强化主干知识的理解、记忆，深化

对重要学科概念、重要史事的认识。

2. 养 成 研 题 意 识 ，重 点 题 重 点 练 。

从明年 3 月开始，各区的模拟题会大量

出现，对于海淀、西城等重点区的模拟

题要高度重视，注意总结解读、评析、说

明等复杂论述题的答题模式，提升思维

速度和准确度。还可以按套题形式重

做近三年的高考真题和重点区的模拟

题，通过做题查漏补缺，达到知识上的

纵横贯通，认知上的深化拓展。

三、自我评测
1. 能 否 准 确 、全 面 把 握 历 史 阶 段

特 征 ，且 能 够 较 为 完 整 的 叙 述 重 要

史 事 。

2. 对于能否想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

例题，见题是否能有清晰的答题思路，是

否能理解试题考查的具体知识点和能力

素养层级。

最后冲刺关键词——反思与创新

高三一年这样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