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综合学习贵在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文科综合三个科目的学习，均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与各学科相适应、与各题型相承接

的思想方法。注重平时积累、体会与理解。 

1.利用好外部因素。一是课上的学习。全面有效从课上汲取营养，不遗漏有效信息和

资源，是文科综合学习的关键。课堂教学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面向全体或大多数学

生的，其侧重点与每个人需求的契合程度不尽相同。每个人应明确自己的需求和补齐短板的

方向，着重获取对自己最有用的内容，有侧重、有思考地听课，达到有效的积累。因此，课

上学习应做到思路跟上、思维贴近、思考同步、思想深入。二是课后的练习。课后所需的，

自然是必要而充足的练习。在练习之前，应当对课上的内容进行再理解和再吸收，形式方法

则可因人而异，如对笔记的整理等。进入高三，完整的（35 道）客观题练习是必要的，提

高速度的同时，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如学科不足、知识点不足、题型不足等，有的放矢的

改进提高。主观题也应经常练习，特别是对习题及其标准答案的理解。选取合适而规范的习

题（各地模拟题为好，高考题数量有限而有效，高三下学期应用更为合适），研究和理解其

标准答案，分析由此及彼的答题思路，提升主观题的答题准确率。三是勤于提问。对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任课老师提问。提出的问题应有实际意义，也就是具有“问”的价值，

而非教材可查的基础知识一类的低级问题。题海练习中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问、及时得

到有效指导，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2.注重自我感悟和体会。在这三科学习过程中，外部输入需要和自我感悟与体会深度

结合。自我的“悟”，是贯穿始终，不可替代的。相对于外部的灌输与辅助，一个“悟”字

才是提升能力最核心的内容。要做到“悟”，必要前提有二：一则学。打好必要的基础，明

晰知识、概念，充分练习，发现问题，积累经验，获得思想方法。二则思。学时有所思，练

时有所思，贴近思路，理解和构建适合自己的思维网络与知识体系，形成自我思维方式，总

结经验方法，不断提升能力。 

3.关于补课。补课应有明确的目的性与方向性，科学适度、有针对性地进行。个人认为

其目的均以帮助领悟为核心。历史尤其如此，在自觉学习、自主领悟的情况下，依靠在校老

师的帮助与课下勤问，是可以有效提高的。政治学科需要结合听课、领悟与记忆，但打好基

础是第一位的。地理亦然，需要明晰概念，有效掌握相关思想方法。 

4.关于方法。文科综合的学习是一个慢功夫，需要做到一个字：熬。熬，一是指时间，

不能急于求成，应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二是指投入，投入要足，投入要实，应



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三是指心态，要熬得住，承受得了浮沉起落。 

5.关于考试。强化选择题答题，以足够的速度尽快答完客观题,为主观题赢得时间。考

虑到检查时间有限甚至不能复查的情况，在练习中，着重提高准确度，调整好思维方式，找

准自身对题目和知识把握的感觉。回答主观题的必要支撑是：应当记背的（知识点等）应记

准，应当运用的（技巧思路等）应把握。同时，辅以一定的灵活性与变通的思维。运用知识

的最重要条件是：审好题，把握好大方向。作答时语言应当简洁明了，同时更应着眼逻辑性

与合理性。 

6.关于心理。保持平常心，从容理性面对考试中的得失，科学分析，合理把握，避免极

端情绪与偏激解读。辩证思考，平静自身，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即集体内大范

围出现的问题要注意，个人的特有问题更要留心，从而做到短板补齐，能力提升。同时应在

曲折道路中坚信前途的光明，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坚定信念，勇攀高峰。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相信在省实验优秀教师的精心指导教育下，在

自身拼搏努力下，19届学子将在 2019年高考中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