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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复习策略
北京市文汇中学教师 王 轩

道德与法治道德与法治

材料分析题型及答题方法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教师 田金梦

历历 史史

文献史料型

该类题型的题干以文字为主，材料多选自纲领

性文件、新闻报道、专著书籍等，是材料题中的传统

题型。此类题型设问直接明了，通常涉及两个历史

层次：是什么和为什么。所以，文献史料型题目作

答方法相对简单，只需熟练掌握材料分析题的一般

步骤，提炼相应历史知识即可解决问题。

图表型

该类题型以地图、图片、表格、漫画为主要内

容，配有适当的文字说明，能够直观或抽象反映历

史现象。此类题型，需要考生按步骤分析图名、图

例与图表内容。其中，考生审题时应注意不同时

期的数据变化，重点关注“转折点”或“巨变点”。

对于漫画类材料，考生需要关注漫画中不同部分

代表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

系，注重考查对漫画细节的分析。

知识点全面复习

知识点虽然不是第一位的，但却是第一步。如果只会答

题方法，知识点掌握不牢，就好比枪法好但没子弹，即使上了

战场，也没有任何杀伤力。

九年级上册国情国策部分内容严谨，内在逻辑明确，所以

知识点复习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一是思维导图法。同学

们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按课或单元整理已经学过的知识点，从

“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三个角度梳理核心知识点间的

逻辑关系。二是在每个知识点内寻找逻辑关联。比如意义按

照从小到大或由近及远分为“对个人、对他人/社会、对国家、

对国际”，将复杂知识化繁为简，便于记忆。三是精准识记易

错易混知识点，重点记忆常考主观题的核心知识点（一般从

“为什么”和“怎么做”角度考查）。

这样复习知识点的方式，不仅重点突出、便于记忆，而且

能够直接应用于区分错误选项和对应主观题的答题思路，可

谓一举多得。另外，知识点记忆需要结合老师课上讲解的案

例，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效果更好。

选择题复习

考前选择题的复习，可以将平时的选择题错题拿出来复

盘分析，回顾做选择题的方法和过程。选择题做题方法主要

分为排除错误选项，选项关联题干关键词和比较选择最优解

三个步骤。此外，同学们可以把易错的知识性错误选项拿出

来改错，将常见的与知识点相关的材料主体和关键词进行积

累，以此提升做选择题的准确率。

主观题复习

九上的学习和考试都是面向模拟考试和学考，所以主观题

在出题和设问方面也会讲求答题思路。期中考试前，同学们可

以梳理以往的练习和老师所讲的答题方法，建立一套答题模

板，确定主观题审题和答题的方法步骤。考前，大家可以着重

复习不同题型的答题规律，以及典型题目的分析解答过程。

具体来说，同学们可以用活页本按照“是什么类型”“为什

么类型”“做法类型”“综合类型”四大类对题目进行分类整理，

将以往做过的典型题目归纳在该类型的活页纸上，并标注出

这一类型题目的分析、答题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点。

例如：对“为什么、为什么要”类型题的答题规律总结如下。

为什么/为什么要：原因+意义

（一）原因：根本原因+具体原因

（二）意义：有利于+不同主体

对个人/人民

对他人/家庭/国家公职人员或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关

系）/企业

对国家/国家机关

对国际

时事复习

同学们要用好“时事伴成长”公众号资源，将 7 月至今时

事和目前所学知识做比较筛选，同时进行思维拓展训练，假设

自己是出题人，可以从哪些知识点和设问角度来考查该时事

内容。

比较型

该类题型注重考查同一主题下，相同性质

的历史事物或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特点。考生要建立历史发展的横纵联系，横向

联系一般需要学生提炼比较对象的共同点，纵

向联系主要是指将不同时期的比较对象放在一

起进行联系。通过横纵联系，从历史事物和历

史现象中找出异同，发现本质，挖掘历史发展的

规律。

时政结合型

该类题型关注热点，或以北京地方史为依托，

加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需要学生谈看法、观

点、启示等，具有一定开放性，也体现了历史新课程

的育人价值和功能。针对这种题型，考生首先要认

真阅读材料，在题目中寻找时政热点与历史知识间

的联系；其次，要从材料中归纳要体现的核心思想；

最后，要注意历史性、时代性和思想教育三者有机

结合，以史为鉴。

期中考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发现学生现存问题最直接的途径。而材料分析

题是初中历史学业水平考试中的常见题型，分值占比较大。材料分析题作答步骤一

般包括：审设问，明确题目问题；带着问题读材料；针对核心问题在材料中圈画关键

词；提炼相关历史知识，梳理知识间的联系（时序联系、因果联系等），确定答案。

通过整理归类，材料分析题可分为以下四大类型：文献史料型、图表型、比较型和时

政结合型。每一类型均有一定的独特性，掌握相应策略做到因题作答即可灵活应对。

例1：17世纪后欧美地区巧克力的生产和消费

依据材料，概括巧克力消费的变化。结合所

学，分析变化原因。

解题步骤：第一步，审设问：巧克力消费的变

化（是什么）和原因（为什么）。

第二步，读材料：①读图名；②找变化 。

第三步，圈画关键词：17 世纪末研磨；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搅拌机；精英和富裕阶层；大众

消费。

第四步，联系所学，确定答案：

变化：①巧克力消费大众化；②从贵族到平

民大众。

原因:①工业革命；②运用现代工厂制度，使

用机器生产巧克力，使巧克力价格降低；③人们

的生活有所改善，消费能力提高。

面临期中考试——九年级第一次重要的考试，

你准备好了吗？俗话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

此，笔者想把期中考试的复习策略分享给各位同

学，帮同学们打好这一场“有准备”之仗。

巧克力起初只有精英和富裕

阶层能够享用。19 世纪初，

一磅巧克力的价钱相当于一

名普通女工 3 天的工资。工

厂通过工艺流程的改进使巧

克力成为大众能消费得起的

产品。

——摘编自索菲·D·科

《巧克力：一部真实的历史》

17世纪末，工人研磨可可豆的

场景。这是当时普遍使用的

加工方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

制造的巧克力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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