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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三，是紧张，是冲刺，是拼搏，是收获。也是彷徨、失落、汗水和寂寞。如何引导学生搞好高三复习，尤其是历史复习，对于时
间宝贵的高三学生来说，相当重要。下面本人就高三的历史教学经验，针对冲刺阶段的历史复习，介绍几种复习方法，与各位同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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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握历史主干知识，强化时间空间概念 

1.1 根据高考“考试说明”建立知识的纵向联系，形成明确的时间

概念。利用“考试说明”整理有关专题的历史知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重点突出其阶段性历史特征。如必修 1 的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按照考试说明，这个专题就可以整合成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发

展、顶峰的过程。由于“考试说明”实际上是按照时间编排体系的，而

且对教材内容进行了精简，只要我们注意整理，就可以建立好纵向的体

系。在复习整理时注意综合性，前伸后移，时间上贯通古代中外、近代

中外和现代中外的内容，就可以形成明确时间概念。 

1.2 根据“考试说明”建立知识的横向联系，掌握各个阶段的特征。

“考试说明”可以帮助我们按照时间阶段分析各专题的政治、经济、文化

阶段特征，理清形成有关特征的背景和影响，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同

时，可以帮助我们将该专题的历史现象与同时期世界史上的同类现象进

行比较，从比较中进一步认识有关现象的性质。如鸦片战争的背景，清

王朝政治上封建制度十分腐朽，经济上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军备废

弛，对外政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英国政治上是资本主义的君主立

宪制度，经济上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军事上船坚炮

利，对外关系上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二者一比较，孰优孰劣，胜负

已然。 

1.3 利用简图建立空间概念。在历史复习过程中，空间地理概念显

得特别重要，清晰的空间概念，可以将大事件发生的地点进行定位。例

如，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上海为重点，洋务运动、早期的资本主义企

业均与上海有关，由此让学生回忆洋务企业和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名称、

创办人和具体地点，分析二者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等等。 

2 分析、了解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掌握学科基础知识 

2.1 了解高考历史学科特点。近年历史科高考，以能力立意，以

知识为载体，对理论观点和史学方法及 思想文化素质的考查渗透其

中；依托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试题设计源于教材，又

高于教材，突出创新；对历史问题认识水平的考查，强调生产力标

准和实践标准，强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运用知识的方法，体现人类

文明演进的历史发展现；试题综合性强，既包括学科内知识与能力

的综合，也适当引进跨学科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试题反映或折射社

会现实的需要，不回避热点问题。 

2.2 夯实学科基础知识。高三历史科复习要掌握三种知识：章节知

识结构、专题知识结构和理论知识。其中，章节知识是基础，这由学生

在课堂教学复习过程中完成。我在上复习课之前，通常要求学生默写上

一节课的复习内容，让学生学会自我梳理历史知识，日积月累，学生记

的、背的知识越来越多，线索越来越清晰。章节知识和专题知识纵横交

错，构成知识网络；历史理论支撑起网上的知识点，使学生的历史知识

结构形成一个多层面的立体交叉体系。在诸多知识的连接点上繁衍出新

的知识生长点，这个过程就是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这也是

对学生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考查。 

3 在复习过程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 科学安排，固定复习时间。任何复习方法的实现都必须有科学

的安排和固定的时间作保证，时间是学好历史的必要保证。要提高历史

学科的复习效率，首先每天要有固定的复习时间，平时若以每天 4 个小

时的学习时间计算应以不少于 30 分钟为佳，太多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复

习，太少又没效果；时间宜安排在就寝前一小时(这段时间是一天中大脑

的四次记忆高潮之一)；而且应在 30 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对历史知识的复

习时间进行科学分配。周末再安排固定的 90 分钟进行精练和复习。 

3.2 重视培养思维能力。近年来，历史高考命题淡化了纯知识、纯

记忆的内容。能力考查题特别是思维能力考查题的比例上升，很大一部

分都无法从课本上找到现成答案，就连多项选择题的备选项目也不再是

过去那种对课文的机械照搬，而是提供了全新的结论或表述，其命题原

则就是立足于对教材基本知识内在本质的揭示。这样只靠熟记基础知识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平时的复习中，应有针对

性地对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设问，并作出简繁适当的回答。特别对

那些立意很好的问题，可以进行再设计，并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

让学生自己去重新组织、归纳、整理，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其间教师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指导。 

4 灵活运用历史知识，激发学生的潜能 

4.1 注重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我所任教的两个高三文科班是两个

很普通的班级。学生常常困惑于历史教材需要记忆的东西太多，许多知

识刚刚记住不久又忘了；有些知识即使记住但在考试中又不能灵活地运

用。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进程的

描述难免高度浓缩，更注重对历史原因的分析，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对

历史内容基本线索和阶段性特征的把握。 

4.2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潜能。查阅自己 高三 历史复习教学的反思日

志，我在发掘与历史人物相关的细节材料，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兴

趣等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尤其是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

件，我尽量充分挖掘历史教材中的相关图文材料，使教材内容材料化，

同时补充一些有关历史细节的材料，激活学生的历史想象力，伸入到历

史场景中去。这些感性材料一方面激活了学生的历史想象力，降低历史

记忆的负担，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学生注重结合史实推导历史结论，培

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意识。我发现，凡是在教学复习中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历史想象力，激发他们的思考兴趣，反响就比较好，触动就比较

大，记的知识就越牢固，促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实现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升华。 

总而言之，高三历史复习总的要求是讲究方法，提高效率，讲练结

合，事半功倍。具体要求是夯实基础，突出重点；独立思考，善于质疑；

及时总结，触类旁通；循序渐进，效率第一。冲刺阶段的复习则应注意

基础知识巩固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由繁到简，利用规律和制造规律，

举一反三，才能收到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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