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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

临近高考，考生要有目的、有方
向、有效的复习整理，具体要做好以
下三点：

第一，回归教材。在前期大量复
习做题的基础上，对所学知识进行系
统化、逻辑化、结构化梳理，尤其需要
关注知识复习的盲点、遗漏点、常考
点，做到查漏补缺。同时，要关注新
旧教材对比，特别关注新教材中的新
提法，新教材中强化的内容，以便对
所学知识进行有效补充。大量做题
之后回归教材，对教材会有新的认
知，对知识的把握会更深刻、更全面，
理解会更到位。这一次回归教材，深
刻理解教材知识内容，会有效提高考
生运用教材知识的能力。

第二，关注时政热点。政治学科
考试的突出特点是材料情境时政化，
所以要特别关注当年所发生的时政热
点。比如今年的一些时政热点有：新
质生产力、金融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
45周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新型举
国体制、国务院组织法、千万工程、“枫
桥经验”等，都是今年的时政热点。要
熟悉了解时政热点，特别是能够运用
所学知识，多角度分析时政热点，对时
政热点能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和解读。

第三，总结答题思路。政治主观
题在政治学科中占比52%，所以一定
要有主观题清晰的答题思路。通过
大量的习题练习，尤其是高考真题的

练习，根据高考题的标准答案领悟其
答题思路的构建，关注主观题答题时
的问题逻辑、材料逻辑、理论逻辑，有
效的、有层次的、清晰地分析问题，构
建答题思路，呈现答题要点。不同模
块主观题，呈现答题的思路既有共性
思维，也有不同模块的特点。既要掌
握共性的方法，又不能完全套路化。
经济生活模块重在灵活、政治生活模
块要多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分析整
合，文化生活、哲学生活模块重在理
论的精准分析运用。

通过最后的整理复习对所学知
识做到心中有数，有分析问题的逻辑
性和思路，有书写答案要点的规范
性，以便在高考中稳定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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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基础知识。以教材和复
习笔记为抓手，夯实基础，强化对主
干知识、高频考点的总结复习。特别
是阶段特征和大事年表必须重点复
习。回归基础要有知识体系，明确历
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教材
结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总结。也

可以按照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
通史顺序，全面掌握历史阶段的特
征。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后，对照这
个知识体系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
这样既可以准确定位历史事件，也可
以找出与之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回
归教材时要关注目录标题及同一时
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联系，善于
将主干知识问题化：每本教材有多少
个大问题、每一专题有多少个小问
题。要将主干知识准确化：某个问题
的答案到底有几个角度、某个结论到
底怎么表达最好、某个历史概念的涵
盖范围到底是多大、某个关键词到底
什么时候用，不要模棱两可。

二、回归真题。不要盲目刷题而
是研题，研究近 3到 5年高考甲、乙
卷，把握试题特点熟练做题方法。建
议考生结合自己的情况（成功的做
法、失误等）和老师平时的讲解整理
各个题型的解题方法、思路。

（一）选择题部分
1.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

话，不要过度解读材料；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思维

定式或套用固有结论；
3.审题三步：明确求答——简化

材料——筛查选项；
4. 抓大放小：抓大即整体、主

旨、结构、关键句，放小即不要纠结
个别词语；

5.巧用排除法：是否符合材料的
主旨要义，是否符合题干的设问方
式，是否符合基本史实，是否过于绝
对或过于片面。

（二）主观题，按设问类型归类整
理进行练习

第一步：审读设问
1.找准方向，确定答案来源。根

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根据材
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2.找求答词，明确设问类型。背

景、原因类；比较类；内容、措施类；影
响、评价类；启示经验类；

3.看分值，确定答案要点数。
第二步：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
1.主题提示语、开头、结尾、出处、

时间、地点、国别、事件、标点符号（括
号、分号、句号、省略号）、关键词句等；

2.用笔把重要信息勾画出来，不
至于遗忘、漏答。

第三步：组织答案，坚持史论结
合的思想和材料优先的原则。

1.模式规范：要点化、序号化、段
落化；

2.语言精准：专业性，注意用规
范的历史学科语言，避免口语化；关
键词前置，要有概括性；多维性，多角
度求答，力求广度不求深度。

建议考生每天坚持适当训练。控
制题量和时量，每次做一组小题或 1至
2道大题，模拟考试情境，练心态、练规
范、练速度、练知识、练方法、练能力。

历史篇

高考文科综合应考策略 □本报记者 杨志伟 马妍 整理

高中地理内容纷杂、零散，且与
其他学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复
习中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建立完整
的知识体系是完善学科思维的关

键。高三一轮复习是纵向联系建立
知识体系，二轮复习是通过横向比较
和关联找到地理事物及原理间的关
系。在高三最后的复习阶段，地理学
科建议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回归基础，梳理主干；查漏补
缺，精准突破。此番回归不是对一二轮
复习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历经知识复习
和习题训练后的升华和排查。需要注
意：第一，全面性。依据每一章节的课
标，可以通过单元思维导图等方式将考
点梳理一遍，掌握最原始的知识，对主
干力求理解透彻。第二，针对性。整理
错题，针对自己以往考试中暴露出的问
题，在梳理过程中进行“排雷”工作，精
细化突破难点，不留死角。第三，独立
性。要加强独立复习能力，才能把知识
和技能内化成自主思维过程，成绩才会

提升。考生要做到概念辨析明确，原理
逻辑清晰，答题有策略、表述更专业，心
中有数，自信应考。

其次，重温老题，重视整理；精做
新题，稳定节奏。研究已考过的题，可
以实现思维由情境向题目的转化，可
以更清晰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掌握程
度，学习新技能，转变原有固化思维模
式，得到更大的提升。尤其是高考真
题全国卷更有必要反复研究，可以专
题的形式分门别类进行比较，如题目
的切入点、设问角度、设问方式等，通
过比较锻炼自己的审题能力和解题思
路。精做新题的目的是保持最适合的
答题节奏，感受不同的学科情境，保持
适度的紧张，最终能在高考实战中保
持良好的状态，发挥最佳水平。

再次，审题有方法，答题讲策略。

地理学科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的学科，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
机整体，在长期大尺度下环境是相对
一致和稳定的，短期小尺度下又是不
断变化和有差异的。所以地理问题一
定要关注时空尺度，考生要关注设问
中的时空关键词，尤其是小尺度区域
的差异和特殊性往往成为设问的情
景。答题时要注意用地理专业语言表
述，且要分主次先后，如自然地理过程
类问题表述时一定体现地理过程的先
后顺序，人文地理区位原因类问题一
定先表述重要的因素等。

最后，地理复习不必刻意追求热
点，但要关注国家政策及世界形势变
化。如人工智能、乡村振兴、产业链发
展、国家安全及生态环境问题等都能
体现人文地理学科素养，值得关注。

地理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