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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复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特级教师 田子刚

历历 史史

一轮复习在高考的复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高

考的成败。所以一轮复习要掌握好节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

坚实的基础。

搞好通史体例的复习

一 轮 复 习 ，要 对 必 修 、

选修课本的内容按照时间

的 先 后 顺 序 进 行 整 合 ，可

以参考已出版的通史体例

复 习 资 料 ，比 如 由 北 京 市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编写

的《海淀名师伴你学·高中

学 业 等 级 考·历 史》，由 北

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编 写 的《高 中 新 课 程 总 复

习丛书·高三总复习指导·

历史》等，这些都是很好的

案头必备资料。

对 现 成 的 资 料 要 做 进

一步的加工，比如，绘制时间

轴，以便更准确地掌握重大

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

以及历史的发展脉络、前因

后果。可以把资料的内容用

简洁的文字整理成示意图、

表格等，方便记忆和形成知

识结构、知识体系，不仅可以

避免短时间内对知识的遗

忘，让知识记得更牢固。整

理的过程中，还能引发思考，

启发思维，加深对历史事件

的理解，使认识得到进一步

深化。

掌握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

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是

高考命题的重要参考和依

据，对于其中的课程内容要

求涉及的知识和问题必须

全部掌握，其表述和课本的

单 元 要 求 并 不 完 全 一 致 。

如《中外历史纲要（上）》第

一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

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的 建 立 与 巩 固》的 要 求 是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

中华文明的起源情况以及

早期国家特征；理解战国时

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

孔子、老子学说与百家争鸣

局面及其意义；认识秦汉时

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

建立、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

意义，以及秦朝崩溃和两汉

衰亡的原因。”而课程标准

的内容要求则为“通过了解

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

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

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

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

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

和早期国家的特征。通过了

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

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老

子、孔子学说；通过孟子、荀

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鸣’

的局面及其意义。通过了解

秦朝的统一业绩和汉朝削

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

措，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的建立及巩固在中国历史

上的意义；通过了解秦汉时

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

认识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

原因。”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是

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课程标

准是命题的主要依据，所以

需要充分了解课程标准的内

容要求，最好把课标内容要

求部分涉及的所有问题统统

做一遍，并且经常复习。高

考时灵活运用，建立所学和

试题新情境、新材料的联系

即可。

重视发挥课本的作用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和西城

区教育研修学院编写的通史材料

诚然很好，但不可能囊括课本涉

及的所有内容，不包括课本上的

导言，不包括一些小栏目的内容，

如“学习聚焦”“思考点”“学思之

窗”“史料阅读”“历史纵横”“问题

探究”“学习拓展”的内容，不包括

“活动课”，缺少历史地图。所以

复习过程中，要结合课本中的以

上内容进行复习，才能做到全面

掌握课本，知识、观点无遗漏。

高考命题会以课本中的知识

为蓝本进行改造，既可以实现考

查的目的，又可以引导学生回归

教材，提高学生学习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高考强调深入挖掘教材

的考评价值，如高考和教材直接

联系，对课本的典型材料加以变

通，考查对形成学科思想有帮助

的相关内容，如小结、引言等。课

本是高考命题的发源地，几乎所

有的高考题都可以用课本的内容

去解决。一定数量的高考题是对

课本内容的改造、变形和综合。

以往是“材料在课外，答案在课

内”，现在“材料在课内”的情况已

经出现，只不过是对材料加以变

通而已，能明显看出课本材料的

痕迹。

北京近年高考题频繁出现依

据课本上的内容，加以变通和改

编命题的情况。如《中外历史纲

要（下）》第 14 课《第一次世界大

战与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纵横”

栏目有“一战中的华工”材料，北

京 2022 年高考题第 20 题即据此

改编。

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最

后一课是活动课《放眼世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2023

年高考题据此改编进行了命题。

认真总结阶段特征

和专题复习适度结合

归纳解题思路和答题方法

按照历史发展的阶段总结其

特征，并能够结合史实加以说

明。如新中国史可以分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

时代三个时期。需要注意的是新

中国史阶段划分要紧跟时代发

展，与时俱进，务必和党的二十大

保持一致，务必和国家最新党史

阶段划分的权威表述一致。现高

三使用的课本，把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的历史，统一划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十八大以

来的历史并没有单独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作为一

个时期和阶段。2023 年暑假后，

新高一的课本已经做了调整，章

节做了很大变动，和中央第三个

历史决议文件的表述已经一致，

高三复习也应以此为准。对古今

中外每个阶段的特征都要认真进

行总结，做到需要运用时，能够信

手拈来。

为了便于系统掌握知识，通

史复习的同时，可适度进行一些

小专题的复习，如中国古代丞相

制度、中央官制、地方官制、赋税

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监察制度的

发展演变等，中国、世界近现代的

土地制度、土地政策等，中国近现

代经济结构的变化等，西方经济

思想的发展演变等，都可以进行

小专题复习，俗称为“合并同类

项”的方法是一种好方法，知识更

清晰、记忆更牢固。

要充分把握北京市高考命题

的特点，尽可能选择北京近三年各

区的模拟题和高考题进行练习，可

以用北京模拟题和高考题作为章

节训练，使用全国和其他省市的题

目时，则要有所选择，避免偏离北

京高考方向，事倍功半。准备好方

法本、错题本，选择典型类型题目

和考试中出现典型错误的题目进

行摘抄或粘贴。可以用多种颜色

的笔进行整理，比如试题用蓝色，

思路用红色，典型错误处、答题规

律处用黄色水笔涂抹以醒目等，方

法本、错题本要经常整理、翻阅，以

便熟能生巧，每到下一次考试前，

养成复习先翻方法本、错题本的习

惯，而不是先翻书、翻复习笔记。

考前翻翻错题本，考试时就可以提

醒自己，避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

误，不在同一个地方跌跟斗，可以

有效提高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