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新鞋不忘走老路 拓主干追新不厌旧——历史学习经验分享

本专辑按照科目划分为政治、历史、地理学习经验分享，希望对正在文综学习中“挣扎”的你有所

帮助，如果还有疑惑可以参看往期分享或私信提问。

历史：
一、复习备考后常存在的问题

1、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到位

基础知识薄弱是历史学科最难解决的老问题，主要表现是历史概念不清，基本结论不明、基本常识

缺失、史实识记不准。如人文主义在文艺复习、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时期的内涵，雇佣关系和资本主义

萌芽、海禁的内涵等等。

由于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到位，遇到题目不能够进行准确判断，最终导致丢分。要强化重点概念、易

混概念（见下文）

任何一个史实，都可以分为背景原因、过程、结果、影响、评价五个部分，建议每个史实都从这五

个角度去思考储备学习。学习过程中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可以加强理解和记忆

2、时空观念不强

很多同学在历史学习中容易出现时空观念混乱的情况，这与既与教材体例（专题史）有一定关系，

也与历史知识容量太大有关，如学生搞不清楚法国大革命与巴黎公社的先后顺序、新经济政策与农业集

体化政策的先后顺序、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先后顺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革命时期、北伐

战争时期、十年对峙时期……等认识混乱。

建议同学们在学习完三本专题史后，使用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对知识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历史

事件的时间关系和相互影响（从背景、原因、影响等角度考虑），通史教材好就好在：第一，便于提高

选择题正确率。高考选择题有一个规律，它非常鲜明地按照时代顺序和先中后外的顺序出题，有高度的

时代性。如果你看到一个时间，就想到当时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事，再推理一下，很快就能选出正确

答案。第二，便于整理和记忆时代特征，增加大题踩分点。看到材料中的时间，能在脑海里通过一个时

间段，浮现出阶段特征和各个领域的重要事件和知识点，一连串的回想，提取记忆的效率会非常高。

要用好课本后提供的大事年表，也可自己进行中外对照整理（见下图），考前可通过大事年表或历

史时间轴来回忆知识，遇到知识模糊的翻书加强记忆。



3、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较差

文字阅读能力较差，尤其是涉及到中国古代史文言文部分的相关内容，因不理解材料含义，导致判

断失误或无处着笔作答。建议加强语文文言文的训练，积累字词，也可尝试利用材料关键词解题

信息解读能力差，不能够准确的捕捉有效信息，从而导致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回答问题不完整。

现在的高考对同学们的解读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建议同学们在做题时，注意题干中的省略号、分号、

句号等，给材料划分层次。选择题要看选项是否符合材料的主旨和多层具体含义，解答题可以按分值和

所划分层次提取信息，初期可以语言啰嗦一点，分点多一点，后期要尝试合并和简化。多做高考题练习，

做题时要找出选择题正确选项和大题解答所对应的材料依托点、知识依据，并批注在试题旁（见下图）

读图能力差，不能够从图中获取有效信息，不能准确把握图的主旨或意图。可以尝试分析教材中的

配图和历年高考题中的图片，先想想能从图中看出什么，再结合材料和知识做进一步的分析

4、教材至上，思维单一

受长期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对教材盲目迷信，遇到变式试题或开放试题，缺乏独立思维、理性判

断。应试教学，学生眼界狭窄，缺乏历史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敏锐力。可以阅读课外书籍（人文历史）、

辅导书（高中历史辅助教程）以及历年高考题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展认识边界、思维空间。

二、科学运用高考真题，提升复习备考实效

现在的历史高考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都是通过材料的形式来考查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因

此，通过史料教学来进行备考已经成为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精选史料与如何运用史料开展备考。

以我个人想法，运用高考真题来开展史料教学不失为有效的备考策略，因为高考真题都是经过反复打磨、

精雕细琢的，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合理性、科学性与导向性。

1、进行查漏补缺

众所周知，现行中学教学实行“一标多本”，即一个课标多种版本教材，这决定了高考命题不可能

依据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单独命题。因此，无论采用哪一个版本开展备考都可能存在知识的漏洞，查漏补

缺就成为了备考时无法回避的环节。

如分封制的影响这个问题：分封制是高考的常考考点，遗憾的是，教材关于分封制的影响讲解过于

简单：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开发了边区，扩大了统治区域；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

格局。但上述概括是难以满足高考需要的。于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真题题干进行思考：

(2017 全国Ⅰ卷·24) 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都蓟（今北京）。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分封制扩大了周朝的统治疆域，有利于中原文化的传

播，从而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因此，关于分封制的影响，根据分析高考真题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可以补充以下内容：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对今天姓氏的起源产生重要影响，如宋、鲁、

郑、陈等姓氏起源于分封制的诸侯国国名；对今天省份的简称产生重要影响，如山西简称晋、山东简称

鲁，均与分封制的诸侯国国名有关。

如墨家思想这个知识。教材只是简单叙述，其主张概括如下：兼爱、非攻、节俭、尚贤。我们可以

通过以下真题题干进行思考：

(2018 全国Ⅰ卷·24) 《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

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

根据材料“‘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机

械制造”等信息概括出了如下结论：《墨子》具有朴素的科学思想。据此，可以将该内容补充到墨家思

想主张里。

这样做，既有利于查漏补缺，还有利于提高归纳概括能力、解读材料的能力，培养史料实证素养、

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唯物史观素养。

2、打破思维定式

经过两年的新课学习，一轮复习时同学们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与认知，但也很容易形成思维定

式。那么真题，无疑是打破思维定式的法宝之一

如关于唐朝藩镇的认识。教材必修一这样叙述：唐朝中期，朝廷在地方设置了许多节度使。节度使

名为朝廷藩镇，实际上在政治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经济上控制着财权，军事上拥有强悍的武力，往往

发展成为割据势力。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持续一百多年，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这

使得同学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朝藩镇享有较大自主权，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中央集

权遭到严重削弱。于是我们来看看这道真题。

(2018 全国Ⅰ卷·25) 据学者研究，唐朝“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的藩镇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表

藩镇类型 数量（个） 官员任免 赋税供纳 兵额与功能

河朔型 7 藩镇自擅 不上供 拥重兵以自立

中原型 8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防骄藩

边疆型 17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守边疆

东南型 9 朝廷任命 上供 驻兵少防盗贼

我们可以提取以下信息：“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拥重兵以自立、不上供的藩镇只占少

数；大多数藩镇官员由朝廷任命，需要向朝廷缴纳赋税，担负着“防骄藩”“守边疆”“防盗贼”的功

能。显而易见，该真题表明，“安史之乱”后处于割据状态的藩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重视五大核心素养，突出唯物史观素养

在高考备考中，我们要重视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以及家国情怀。

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历史是多元复杂的，另一方面，历史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在备考时，我

们应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去审视社会现象、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评判人物事件、 灵活运用基

本观点来阐释历史进程，有且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接近客观的历史。但很多同学往往习惯于采用片

面与静态的方式去评价历史，从而使历史失去本来的面貌。

如关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认识。必修一关于新中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的背景是这样叙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展深刻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

营之间的对立与激烈斗争，成为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那时候，美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

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部分同学简单机械地认为，二战结束后，中共一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实



行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真的如此吗？

(2018 全国Ⅰ卷·30) 1948～1949 年夏，英、法、美等国通过各自渠道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试探与

将要成立的新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共中央考虑：不接受足以束缚手脚的条件；可

以采取积极办法争取这些国家承认；也可以等一等，不急于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共并不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都曾

试图探求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国家利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最后没有把“可

能性”转化为“现实”。简言之，二战后，中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也不是

一味地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能力。可以尝试运用

纵横对比（古今中外）的方法。

如复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梳理线索：一个维度是纵向的中国历史“古

代开放-闭关锁国-现代开放”，另一个维度是横向的世界历史。古代中国开放繁荣时，西方中世纪黑暗

压迫；中国闭关锁国时，西方发展大航海运动，进行工业革命。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呈现形式：

历史叙述、历史评价、历史理解、因果关系等

如全面认识辛亥革命：

（1）革命的角度：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2）现代化角度：政治上，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

要一步，是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重大突破；颁布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

主权在民、国民的自由权利、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责任内阁制等，具有反对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经

济上，临时政府的经济法令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有了显著增长，实业救国成为历史潮流；

思想上，把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演化为三民主义，并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的观

念深入人心。

（3）社会发展的角度：废除了一些陈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近代物质生活和礼仪习俗的变革；

（4）文明转型的角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三、尝试从逻辑关系切入选择题

材料式选择题已成为历史新高考的重要题型，从近几年高考试题来看，材料式选择题主要有如下三

种类型：

1、并列型

（重庆卷·23）自“9·11”事件以来，一方面，恐怖主义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下列与此相关的表述，最准确的是

A．恐怖组织所造成的伤害有所显现 B．部分国家强烈谴责恐怖主义活动

C．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D．恐怖主义是“20 世纪的政治瘟疫”

此题的材料由“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一并列连词引导的一个并列句构成，因此，在解答这一材

料时，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和解读，一是恐怖主义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二是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

的认识不断提高，综合二者考虑，该材料的主旨就是人类共同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故 C正确。

此类型试题的材料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句组成，包含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是……一是、

其一……其一等引导并列关系句式的信息字眼，或者是包含分号这样的信息符号。解答此类试题要注意

整体把握材料，也就是要对几个并列句进行比较分析，而不能只看其中某一个句子，否则就容易误读材

料所隐含的信息，犯断章取义的错误。

2、转折型

（安徽卷·18）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



在经济的事实中”。最能印证其主旨的是

A．商品经济催生了欧洲近代启蒙思想

B．人文主义保留了天主教的神学色彩

C．古典文化孕育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

D．人民主权学说丰富了法国启蒙思想

本题材料由一个倒装的转折句型构成，显然，恩格斯此话的主旨是在前一句，即任何新的学说“必

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故 C选项为正确答案。如果没有弄清楚此材料是一个倒装的转折句型，

而误认为后一句是本材料的主旨，就容易误选 A。

此类型试题的材料由转折关系的句子构成，材料中包含“但、但是、却、而、而是、然而、不过等

表转折关系的信息词语，而且材料的主旨往往隐含在转折词语引导的句子中，也就是后一句，而不是前

一句。不过倒装的转折句式例外，如上述例题。

3、因果型

（海南卷·15）洋务派要员在筹建轮船招商局时说：“伏查各国通商以来……中国内江外海之利，

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这

表明兴办此类企业的根本目的是

A．扩大中外贸易交往 B．抵御外侮求富求强

C．发展官督商办企业 D．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本题的材料由一个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句式组成，审题时要特别注意这种前后逻辑关系。循此思路，

据材料可知，洋务派筹建轮船招商局的原因在于“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以及“海防非有

轮船不能逐渐布置”，显然，这体现了“求富求强”的目的，故 B为正确答案。

此类型试题的材料由因果关系的句子构成，材料中包含“因为、所以、故等表因果关系的信息词语，

一般分前果后因和前因后果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要注意二者之间内在因果逻辑关系。

四、关注易混易错概念的辨析

由于没有准确掌握概念的内涵与本质，同学们易出现概念混淆的情况。如将分封制与宗法制、君主

专制与中央集权、西周的“封建”与秦朝的封建制度混淆等。

如区分分封制与宗法制。分封制指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和人口分给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

王的后裔， 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

等，即封邦建国，简称分封制、封国制，是一种中央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宗法制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

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简言之，涉及天子与诸侯、藩王关

系问题的是分封制，涉及血缘关系的是宗法制。

又如，区分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专制主义）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决策方式，即皇帝

独尊、皇权至上，涉及皇帝与宰相（丞相）的关系，相应的内容主要有：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制、二府

三司制、内阁、军机处等；中央集权指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应的

内容主要有郡县制、郡国并行制、推恩令、藩镇（节度使）、转运使、知州、通判、行省制等。

再如，区分西周的“封建”与秦朝的封建制度。西周的“封建”指封邦建国，即分封制；封建制度、

封建社会指的是以地主阶级掌握土地和政权、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为标志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其在

中国的建立时间在秦朝。

五、关于刷题（参看政治学习经验分享）

六、关于整理（参看政治学习经验分享）

热血赋长歌 不负少年行，最后祝愿同学们圆梦六月、蟾宫折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