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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试题考查考生知识的全面性和

基础性。虽然同学们在一轮复习阶段已

经对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复习，但进入

二轮复习，很多需要记忆的内容会出现

遗忘，所以在这个阶段，要回归教材，利

用好学习笔记和纠错本，实现知识的温

故知新，避免遗忘。同时，对比近些年高

考试题可以发现，考查的内容多聚焦在

学科的主干知识，例如自然地理中的常

见天气系统、岩石圈物质循环等内容，人

文地理中的产业区位因素等内容。因

此，二轮复习过程中考生还要加大对主

干知识的复习力度。

二轮复习阶段，在学科知识的基础

上，更加关注知识间的横纵关系，凸显知

识的结构化。备考过程中，同学们要在教

师的指导下，基于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以主题或专题为切入点，尝试构建知

识结构网络，这样才能在分析问题时做到

“牵一发动全身”。例如，岩石圈的相关内

容，分布在必修一和选择性必修一两个模

块之中，涉及常见地貌类型、岩石圈物质

循环、内力与外力作用、地质构造等内容，

概念较多，关系复杂。在二轮复习中，考

生可以基于“物质迁移与能量交换”这个

大概念，从整体性和结构化的视角，对相

关内容进行整合、重构。将“物质迁移与

能量交换”这个大概念进行如下分解：一

是岩石圈由三大岩石组成，三大类岩石由

于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不同，表现出不同

的特征，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构成地表形

态的物质基础；二是由于组成物质和地理

环境的差异，在内外力作用的驱动下，形

成丰富多彩的地表形态，不同地貌类型表

现出不同的景观特点，并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同时，考生可以用结构图的方式，对

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形成概念网络，建立

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

掌握科学方法 高效二轮复习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刘一明

二轮复习是决胜高考的关键阶段，同学们需要在了解二轮复习特点的基础上，掌握和运用科学、高效

的备考方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备考历程来看，二轮复习是高考备

考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既是一轮复习

的延伸，也是考前冲刺的蓄积，具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从复习重点来看，一轮复习

重视基础知识的落实，而二轮复习重视关

键能力的提升，从全面基础复习转入专题

重点复习，以主题或专题为复习抓手，帮

助学生将已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实际备考

能力。总而言之，二轮复习的主要作用体

现在巩固一轮复习成果，完善知识结构体

系，提升学科思维与备考能力。

经过一轮全面复习，同学们的地理基

础已经出现差异：有些同学打下坚实基

础，地理学习信心满满，动力十足；而有些

同学可能会因为一轮复习基础没打牢，加

上二轮复习进度加快、难度加大等原因，

产生焦虑情绪，甚至自暴自弃，采取消极

怠工的方式学习；也有的同学在备考过程

中感到疲惫，出现放松懈怠的情况。

二轮复习阶段的学习状态至关重

要，同学们一定要明确二轮复习的特点

和备考的重点，及时调整自身状态，激发

内在学习动力，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

视，才能取得理想的复习效果。

明确阶段特点 强化学习动力

温故主干知识 形成结构网络

“塑造地表形态的力量”相关概念梳理

精做典型例题 及时复盘梳理

二轮复习，很多同学会错误地感觉老

师上课讲授的内容自己已经掌握，开始脱

离老师的步伐，按照自己的想法“单干”，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不可取的。多年备

考实例表明，同学们认为的完全掌握只是

表面现象，知识基础或者思维能力仍然存

在很多问题，因此自己“单干”只会越来越

偏离高考，复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二轮复习之前，老师们通过对高考

命题的深入研究，结合多年的备考经验，已

经对这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复习任务进行

了系统设计，每节课的复习内容、重难点都

是经过集体研讨、深思熟虑后确定下来的。

因此，二轮复习阶段，每位同学都必须高度

重视，充分利用课堂的45分钟，关注老师强

化的重点内容、强调的答题习惯、分析问题

的思维方法等，高效参与，积极思考，认真

总结，及时巩固，这样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二轮复习是同学们迈向成功的关键

一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机会，努力拼

搏，科学备考，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实

现自己的梦想。

经过一轮复习，同学们对基础知识

的掌握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但是运用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所欠

缺，因此很多同学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开

始大量刷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

己的解题能力。二轮复习时间紧，大量

刷题事倍功半，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主要

原因在于，大量刷题导致每道题都无法

深入思考，试题背后考查的必备知识没

有及时完善，也就无法形成高考考查的

关键能力。

同学们不能为了做题而做题，遇到问

题必须深入思考才能实现深度学习。二

轮复习阶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精做典型

例题。典型例题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高考试题，另一个是经过教师筛选

后的试题。典型例题考查内容较为综合，

考查形式新颖，考查能力要求较高。通过

典型例题，可以融会贯通一类试题，更重

要的是通过“审题-分析-作答-复盘”的

解题过程，有助于同学们形成完整的学科

逻辑，提升学科思维，这才是二轮复习的

提升点，更是高考的考查重点。

同时，在日常练习的过程中，同学们

还需要及时复盘梳理，内化提升的过程

至关重要。当客观题出现错误、综合题

出现偏差后，一定要认真寻找原因，明确

问题症结所在，是自己审题疏忽、知识存

在漏洞、思维存在偏差，还是语言表达不

够规范等，对于这些问题要及时总结，查

缺补漏。最好以书面的方式，整理到错

题本上，多关注自己在做题中得到的经

验教训，挖掘不同试题的相似性与差异

性，从个性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同时，整

理的例题要经常查阅复习，反复斟酌，不

断温故知新，厚积薄发。

近年来“常见天气系统”是北京高考

和等级考的高频考点，每年考查的情境背

景虽然不同，但考查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

力是很相似的，同时关注常见天气系统对

人们生活的影响。通过对高考试题的精

细分析，同学们可以高效把握考查方向

和考查重点。

【例题】（2016年北京卷）下图表示某

日20时海平面气压分布及16至24时北京

空气质量指数变化。读图，回答第3题。

3. 该日20时（ ）

A. 北京大风扬沙，空气污染加重

B. 东海海域天气晴朗，风大浪高

C. 低压天气系统中，P强度最强

D. Q地位于暖锋锋前，出现降水

该试题以某日20时海平面气压分布

的简易天气图为背景，注重考查常见天

气系统中气旋、锋面等必备知识以及获

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关键能力，是近些

年常见天气系统试题中，非常典型的一

道试题。

跟紧老师步伐 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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