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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作为部编版教材在全国统一使用以来，不仅在教材内容上进行了改革，中考题型也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我们有必要对初中历史的教学于应考策略进行一定的革新，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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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历史学科在中考时采用的是开卷考试。随着课改的深入，开

卷考试的基本题型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增强了问题新情景的创设和对学

生各种能力的考察力度。初三年段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既要完成世界

近代史、现代史的新课教学，还要进行初中三年历史书本和乡土历史的

综合复习，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发展思维、提高能力。这就需要老师

的智慧教学。 

1 关注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近现代史的考察在中考试卷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45%左右，这部

分内容的教学至关重要，学生的掌握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上 A。从

时间的安排上来说，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要在九年级的第一学期完成。

如何更有效的组织好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如何把开卷考试的各种能力

要求落实到平时的教学中，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顺利应对中考呢?  

首先，关注世界近现代史新课教学的针对性，培养能力。 

结合《课程标准》和上一年的中考《考试说明》进行新课的讲授：

课标有要求而中考考试说明不做要求的，略讲；能力层次要求为识记的

知识点精讲，能力层次要求为理解和运用的知识点着重讲解、深入和延

伸，并通过历年中考题让学生进行“预热”，培养能力。 

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多媒体课件在让单调的课堂变得更为生

动有趣的同时，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突破教学难点、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新课教学中大段的笔记、例题通过课件呈现出来，学生

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上课的效率不仅提高，还节约了课堂时

间。节约出来的课堂时间通过针对性练习检查学生的听课情况，培养学

生准确的再认、再现重要历史知识的识记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等。 

其次，关注世界近现代史巩固复习的有效性，夯实基础。 

世界近现代史的新课讲授与巩固复习是同步进行的。一单元新课结

束时，就进行单元的巩固复习，按照中考的能力层次要求及课文的顺序

分发给学生知识提纲，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形成本单元的历史知识网络。 

第三，关注世界近现代史阶段性考试的模拟性，强化训练。 

进入九年级后，每个月均有一次月考，每一次的月考我们都要当成

是中考的模拟，试题精心设计，图文并茂，格式、题型、题量与中考接

轨，难易比例适中。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世界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基本上做到了人人过

关，学生的能力得到了培养和强化训练，解题的能力提高了，对中考的

题型及其特点也有 了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第二学期的中考总复习中不

仅可以有的放矢，还赢得了备考时间，可谓事半功倍。 

2 注重七八年级的复习 

九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学至第一轮复习。按照中考的能力层次要求分

发给学生知识提纲，结合课本，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全面复习。通过

教师的精心指导和学生对知识提纲的看、读、写、记等强化训练，落实

基础知识。每一册内容复习完后均辅之以精细、高质量的试题，以考代

练，重视学生各种能力的训练，注意学习方法的指导，注意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体验。与此同时，每次练习和月考后，让学生建立“错题档案”。

并与学生交谈，收集信息，然后在课堂上重点讲审题、解题的方法，分

析错误的原因，以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再举一反三，让学生掌握要领。 

七、八年级复习结束后，学生手上就有了一本综合课本知识的材料

本。在当年的中考《考试说明》出来之后，这本材料本还会进行补充完

善。考试时，课本只是辅助，学生基本上是通过材料迅速定位考点答题，

节省了不少时间，对于一些灵活的题目学生就有充裕时间细心思考、从

容作答。  

3 注重综合复习 

中考填报志愿为进入倒计时的综合复习“冲刺”阶段。为了使学生

的知识和能力都得到进一步深化，具体做法有：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

“引”。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引导，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考

点上，启迪学生进行集中思维、发散思维；二是提示学生本节课复习的

考点、难点、重点和热点等，自觉自主地“忆”；三是将时间还给学生，

让学生结合材料本、课文插图和史料自主复习，自行消化，尽可能多的

积累基础知识，并进一步深化知识结构。 

在此基础上，精选试题，强化模拟训全面透彻地“评”。教师认真阅

卷，分析总结，全面分析学生存在的问题，并与学生交谈，收集信息，

然后集中讲评，注重讲审题、解题的方法，讲解题的思路。 

4 注重考前指导 

4.1 指导学生在 后的复习中突出重点，学会“弹钢琴”，不平均使

用力量，多花一点时间在老师反复强调的重点知识上，关注热点问题。 

4.2 舒缓学生紧张的神经。老师要注意调节学生的心理压力，树立

自信心。告诉学生“人难我难，我不怕难；人易我易，我不大意”，相信

自己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学习，已经掌握了历史基本线索、重

点知识和解题技巧，只要冷静、以良好的心态面对考试，中考会取得令

自己满 意的好成绩。 

4.3 提醒学生考试时应注意的事项。认真审题，找准题目中心词迅

速定位考点；合理分配时间，答题“先易后难”；书写工整，规范作答；

整份试题做完后，先检查材料题和问答题，看看是否有遗漏之处需要补

充，检查选择题时慎重，没有把握绝不修改，因为第一感觉往往是 正确

的；有人提早交卷，不为所动，你交你的，我做我的，不到 60 分钟绝

不交卷。 

总之，九年级历史的教学与复习要从校情、学情出发，从考试的实

际情况出发，以人为本，立足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培养，紧扣课标

与考试说明，统筹安排，整体规划，高效务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

效减轻学生负担，从容应对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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