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常规训练 扎实提升能力

【摘要】本文主要是探讨高考历史学科的备考问题，提高效率，增加解题的

针对性一直是高中历史教师和学生面临的严肃课题。笔者从自身教学研究实际

出发，结合学生学习和高考历史命题的发展方向，对高中历史备考提出几点建

议，衷心希望能给高考备考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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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年来，高考坚持学术性、专业性引领的方向不变，注重史料的研究和学

习，打破原有的教材知识结构，着眼于应用所学知识在问题解决中重构知识结

构。笔者认为应当引入历史叙事，老老实实，原原本本讲清楚某一重大史实的

来龙去脉，这才是对历史学科的回归。再者，皮之不存，毛将附焉，须知所有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具体的史实基础之上。空谈价值观，而

弱化史实的讲解与掌握，是不能培养真正的学科素养的。那么考生如何提高历

史学科素养，以更从容的心态的应对高考呢？笔者认为在教学实践和学习实践

中应突出以下几点：

一、建立课程观，科学备考

近年来，全国历史卷试题越来越呈现出重史实，轻结论的趋势，逐步回归

历史学科的本质，但是实史并非直白的呈现，或简单地考察识记等能力，而是

隐藏于各种形式的材料中。中学历史课堂教材知识讲授大体呈现专题化和碎片

化，学生知识是断裂的，不全面的，甚至连基本的时空观都建立不起来，在应

对高考时，学生普遍感觉历史学科很难，无从下手，学习书本用处不大。从本

质上讲，这就是改变以往的“教材观”，从教到学都要建立“课程观”。

首先，历史课堂要加强通史学习，不仅对于学生历史知识的全面掌握和了

解，理深刻解事件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学会分析和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伴随学生历史素养的提高，学生的能力也会沿着考试制度

要求的方向稳步发展。历史老师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成绩好的同学

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历史知识丰富，堪称学富五车，这来源于这些同学的



大量阅读。他们的知识储备远远多于同龄人从教材所获得的，他们的分析综

合，理解史料能力特别强大；他们历史课堂表现轻松，考试应对自如，如臂使

指。

其次，重视深度阅读。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吕祖谦说过：“人二三十年读圣

人书，一旦遇事，便与里巷人无异，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何取？观史如

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而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

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1]平时深度阅

读，努力研究相关史料，不但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增强理解能力和深度，同时

能增加历史学习的兴趣。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要求的历史考点约有一百多个，

这些主干知识反复以不同的方式在试卷中呈现，这就需要大量的广泛而有深度

的阅读。有的学校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同一学科组的老师们分工协作，按照考

点多角度收集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编印成册，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资料不仅

史实完整，而且同一时期重要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能清晰有序地建

立起来，极大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对事件的多角度评

价，有助于学生有效认知客观事实，转变历史观念。随着学生阅读量的增加，

学生的阅读速度，对材料的理解能力，对历史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一定会快速

提高；伴随历史素养的得到极大提高，学生的概括归纳和语言组织能力，应对

考试自信心会越来越高。

这不仅对于历史非选择题的解答如虎添翼，对选择题也同样如此。选择题

考查均是考生熟知的主干知识，强调多角度理解，多角度体现为两个特点，一

是综合运用了文字，漫画，表格等多种材料，二是不同的切入点，任何一个版

本的教材都无法呈现宏大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用教材来教历史，用教材来备

考，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自 1977 年恢复高考 40 年来，考查的主干知识不

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始终没有两道题是一模一样的。同样命题者也是绞尽脑汁

去设计每一道题，因此中学历史教学要切实重视课程观，改变传统的教材观，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历史，分析历史，比较历史，认识历史，完成从学

史到学理的转变。

紧张的备考中如何加大阅读量？高三考生在现有条件下，从自己的实际出

发，有规律地进行历史大题训练，尤其是对分值为 25 的大题要加强研读，每个

大题大约五百字的阅读量，每周按照高考标准训练两个左右，对于考生各方面



的提高，效果显著。

二、非选择题在平时的的必要性训练

首先，克服畏难情绪。临近高考，考生每天都会主动作大量的历史选择

题，不愿做非选择题。首先不是因为非选择题的分值轻，而是非选择题从阅读

材料到组织语言，从概括到分析说明，从多方面挑战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的

解答与参考答案相去甚远，挫折感强烈，考生普遍有畏难情绪。

其次，考生普遍错误认为非选择题在考试中差距不明显。考生的这种认识

的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很多考生对非选择题平时科学训练少，平时考试的

要求和严谨规范不够，导致非选择题区分度不够。通过研究高考非选择题发

现，考生达到大题分数的及格线是一大关，距离高考要求差距大，失分多。非

选择题占 52 分，加强训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再次，理解材料的组织结构。历史非选择题的训练提高，这不仅是教的难

题，而且是学生学习历史挫折感最强的考察部分。纵观近几年来的历史非选择

题，无论其难易程度如何，都遵循一定的材料编撰逻辑，通常包括历史背景材

料；其次，事实展开；再次转折提示三个部分，可称为三段式的材料呈现。材

料内容，第一句或前两句通常是话题过渡的背景史料，方便学生联想所学知

识，与时代共鸣，并结合所学知识还原历史情景。中间部分是对上述话题内容

的详细展开，或纵向横向的延伸，或风云突变，出现转折和冲突。最后一句或

两句是带有转折补充或提示意义的伏笔，但有些非选择题，只有前两部分，没

有第三部分。

最后，如何应对非选择题。以分值为 25 分大题为例，占历史总分四分之一

的大题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考生时间虽高度紧张，但必要的针对性训练不

可缺失。

以笔者经验，通常情况下，第一，要研读设问，近几年都是两个材料并提

出两个问题。弄明白设问的几个细节，1、材料和设问之间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有没有交叉？有没有结合所学知识？分值是多少？2、对设问涉及到的时空概念

的准确解读。3、设问的语言组织和逻辑要求是什么这几年反复出现的热词是

“概括”“简析”“分析”“说明”“归纳”“简评”等。4、明确求答。近几

年求答的常用词是“特点”“意义”“背景”“原因”等。

第二，阅读时材料时对材料合理分层问题，以便掌握材料主旨，避免疏



漏。材料分层依据材料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可按照时空转变，有的可直接按照

分号、句号等标点符号划分，有的按照叙述或思想的逻辑变化分层。

第三，材料分层时要注意每层的关键词和重要短语，能合并的则合并同类

项。另外材料的出处或作者也不可忽略，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时间、背

景、国别、观点和政治立场等信息。

第四，就是按照设问要求回答问题，多涉及“概括”“简析”“分

析”“说明”“归纳”“简评”历史事件的“特点”“意义”“背景”“原

因”等，一般情况此题答题时间不可以超过十五分钟。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评价

要一分为二，利弊方面并不对称，当以利为主时要兼顾弊端，反之亦成立。历

史分析条理全面，历史分析与历史评价不同，后者注重辩证思维的养成，而前

者着重于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与历史情景的还原能力，历史分析需要根据具体

历史情景，运用类比，联想等思维，多层次多视角解析历史现象。历史分析的

意义在于解析历史现象的基本特征，及其和其他历史现象间的区别与联系。分

析坚持条理和道理两条原则，条理指的是层次性系讲某一历史现象，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不同层面一一解析；道理指的是逻辑性

系，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层次递进分析和因果分析，从差异性和普遍联系角度，

有序全面的分析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因果关系。

考生在紧张的备考训练中，费时间，难度大的非选择题，要稳下来，要舍

得花时间研究；训练之后要认真核对答案，核对答案不仅仅是知道答案语言的

的条理、逻辑和深度，最重要的是要把参考答案回归到材料，在材料中理解答

案语言组织的规范性，逻辑的合理性，多角度的必要性等。对考生而言，这么

做很需要时间；但对考生理解材料，理解设问，形成心得并有效回答问题至关

重要。

三、考生如何实战解析

以 2017 年高考全国卷二第 41 题第一问为例，该题以中国矿业政策为切入

点入题。意在考察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概括和分析说明历

史史实的能力。

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



下达“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

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

1872 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

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

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

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载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和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雍正年间与 19 世纪 70 年代

矿业政策的差异及原因。（15 分）

按照笔者习惯，首先要研读设问，明确了材料一和问题一是对应的关系，

且要结合所学知识；设问中时空观主要围绕雍正年间和 19 世纪 70 年代的矿业

政策；逻辑和语言组织要围绕“分析”展开；求答是“矿业政策的差异和原

因”。

其次，材料分层并划出关键词和短语材料一第一段明显可分两个层次，

“严行封禁”“永远封禁”“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是体现政策的关键词

和短语。材料一的第二段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三段式”呈现：以“'上海各工厂

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阐释事件的背景和定位等；以李鸿章提出的

建议、做法和目的展开事实；以清政府采纳李鸿章的做法结束叙述。“设法劝

导官督商办”、“采纳”为关键词和短语。

再次，回答时的语言组织和逻辑展开要求是“分析矿业政策的差异和原

因”。历史分析需要根据具体历史情景，运用类比，联想等思维，多层次多视

角解析历史现象。实践中我们会发现，遵循上述做法，高考非选择的参考答案

（差异：雍正年间严禁地方开矿，政府严加控制矿产；19 世纪 70 年代政府允

许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采矿产。原因：受西方生产方式的影响，开展洋务运动

的需要，对维护统治的方式认识有所变化，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并没有

考生想象的那么难。

历史试题命题灵活，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

事、科技和社会生活等诸多视角，而且曾现材料化和学术化，难度较大，但一



直都没有背离高中生基本能力要求。紧紧围绕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加强各种

针对性训练，开阔学生的思维，解放学生的思想，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参考文献：

[1] 华政.古人如何学历史[J].新华网,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