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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二
轮复习的反复
夯实，下一阶段
的备考任务是
知识体系的整
理，技能方法的
复盘和学科素
养的深化。思
维导图、试题分

类、教材中的经典案例是实现从知识到技
能并最终内化为核心素养的三大抓手。

一、知识入图，筑牢结构起高楼

地理学科综合性强，涉及自然环境以及社会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地理的备考过程就

像是建大楼，学科知识点好比堆积如山的建筑材

料。备齐建筑材料只是建大楼的第一步，还要将

知识以成结构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知识体系。

只有成体系的知识，才不会被大脑快速遗忘，以便

于灵活地解决问题。例如，“地球的圈层结构”中

关于岩石圈的内容，以及“内力作用与地貌”中关

于板块运动的内容，二者存在深刻的内涵关联，然

而却分布于不同的章节。想要厘清岩石圈、软流

层、板块、地壳等重要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考生必

须在脑海中完成知识体系的搭建或重构。因此，

考前一个月，建议考生根据自身情况，绘制或借鉴

成型的导图，有效整合散乱、孤立的知识点，构筑

自己的知识体系。

二、试题分类，见招拆招成高手

地理综合题的解答过程就像与命题人的过招

比拼。近年来，素养导向下，高考综合题命题设问

的“去模板化”趋势明显，套用模板的“三板斧”式

解题方式已不可取，然而，一题一策的“乱拳”式解

题又难免漏洞百出。二轮复习阶段，通过对比研

究高考试题和模拟试题的命题设问规律，掌握一

套“见招拆招”的解题思维方式，是实现解题技能

跃升的关键。例如，分布特征类问题的由宏观到

微观的描述方法，自然地理原因类问题推理和发

散的思维方式，区位条件类问题对“在哪里”和“做

什么”的分析整合，决策类问题从需求、条件到影

响的思考过程等，都有着基本成型的思维路径。

考前一个月，考生要对命题进行分类，归纳各类问

题的作答方法，形成应对综合题的方法体系。

三、回归教材，研读案例提素养

在高考的考查中，知识是载体，技能是外衣，

核心仍然是学生的学科素养，即学生运用所学的

知识、观念、思想和方法去解决真实问题时所表现

出来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价值观念。教材中

的经典案例，是深化地理核心素养的最佳抓手。

例如，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二第一章第二节中的“青

田县稻鱼共生系统”，初读之下是故事，再读之下

是知识，反复读之，才能从这一良性农业生态系统

的形成、困境和再发展中，读出因地制宜的学科思

想，感悟要素综合的区域认知方式，体会区域关联

的发展之道。在高三复习的收尾阶段，回归教材，

在经典案例中体会地理逻辑、地理思维和地理观

念，可以达到删繁就简，端本正源的效果。

用好抓手 实现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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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考的最
后阶段，只要复
习得法，成绩依
然有很大的上升
空间。如何才能
增强复习的有效
性，本文给出以
下建议。

扎实基础 把握重点

历 史

一、回归课本，查漏补缺

关注和课本内容的衔接是高考的典型特点之

一，每年高考题均会出现利用课本材料加以改编的

题目，甚至有直接利用课本材料进行命题的题目。

回归课本并不是简单地把课本从头看到尾，考

生要关注章节的目录、每一课的大小标题，还要整理

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

考生要关注课本的单元要求和每一课的“学习

聚焦”部分，这些内容往往是复习的重点和命题的关

注点。课本的其他栏目诸如“思考点”“史料阅读”

“学思之窗”“历史纵横”“问题探究”“学习拓展”等也

要予以关注。每一课的导言、图片、图片注释、地图、

表格等都要好好复习，查漏补缺，找出自己的薄弱环

节，重点加以掌握。

二、划分阶段，概括特征

依据史料分析体现的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一

个重要角度。考生在划分历史阶段，概括阶段特征

时可以化繁为简，把庞杂的历史知识浓缩化，这也是

系统掌握历史知识的捷径。

三、突破重点，高效复习

有一些复习内容一直是高考考查的重点，比如

中国古代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革命

传统教育等；中外近现代史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

史等内容每年命题均涉及较多，考生要重点复习。

四、关注热点，联系所学

学术热点和重大考古成就有可能成为命题的来

源。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土文献整理的

意义和作用、考古发现中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

沉船遗址的史料价值等。

五、整理错题，举一反三

考生要对练过的各区一模、二模题进行归类整

理，对得分较低的题目进行错误归因，判断是审题错

误还是对类型题的结构不够清晰。诸如审题要注意

题目类型、时间范围、地域范围、限制词、求答项、有几

问、是什么等；论证题的结构可分为论点、论据论证、

小结三部分；史料价值题可分为史料类型、史料是否

真实可靠、史料价值的高低、史料之间能否互证、补

正、史料出现记载矛盾、差异的原因等几个部分。

六、适度练习，保持手感

高考最后阶段，时间紧迫，考生应把主要精力放

在回归课本，查漏补缺，整理错题方面，不适宜做大

量练习，但保持适度的手感也很重要，所以考生要选

练、精练，每周可适度选做一至两套典型试题。

一、加强审题能力

首先，明确知识范围。思政学科共有7本教材，考生既要

注重模块内知识整合，又要注重模块间知识联系，根据要求

综合运用知识作答。如要求运用《哲学与文化》作答，考生答

题时既应包括哲学又应包括文化等。

其次，拆分设问层次。有的设问含有“问中问”，如 2023

年北京卷17题“结合材料，运用《法律与生活》知识，谈谈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法律规定著作权并对其加以

限制的意义”。此设问包含“法律规定著作权的意义”和“法律

对著作权加以限制的意义”两个问题。针对每个问题，考生要

从不同方面或层次思考，如果漏掉某个方面，或者沿着一个方

面无限深入，就会出现失分现象。

再次，分清设问类型。主观题大致可以分为描述归纳、解

释论证、过程分析、问题解决、辨析评价等类型。设问类型不

同，答题的思路与逻辑就不同。如2023年北京卷19题（1）“根

据材料，运用《经济与社会》知识，概括我国的市场优势，并分

析这些优势如何推动国内大循环”。“概括我国的市场优势”考

查的是描述归纳，考生要从现象到本质进行分析概括。“分析

这些优势如何推动国内大循环”考查的是过程分析。这类试

题重在分析事件、现象或做法与结果之间的传导过程及因果

联系。考生首先要明确传导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然后分析从

起点到终点经过几条路径或几个阶段到达终点，遵循起点（优

势、举措、措施等）——路径（微观、中观、宏观）——效果（作用

等）思路，明晰整个分析过程，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

二、把握核心主干

基础性是高考考查的首要维度，考生要熟练掌握主干内

容，具备应对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的基本知识、基

本能力与基本素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块主要通过选择题和综合运用所

学来考查，考生要掌握时间节点，明确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任务和成就，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对于《经

济与社会》模块的考查，考生要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聚焦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和发展方向，与《当代国际政

治与经济》相整合。《政治与法治》模块备考要依据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主线，从主体角度掌握党、政府、人

大、政协、民主党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民等内容。考生备

考《哲学与文化》模块要掌握矛盾、联系、发展的观点、实践观

点、群众观点、价值观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内容。

三、关注时事政治

思政学科主观题命制主要以党和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背景。考生要关注中央政策、重要会议精神、国家发展成

果、社会热点及北京市重大民生问题等，如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政府工作报告、新质生产力等理论。

考生要注意总结主观题试题答案中的高频词汇和国家方

针政策中的时政语言，与时俱进地将其补充到核心主干知识中

去。同时，考生还要回归教材，进行框架结构梳理，形成结构化

的知识网络，强化对重点理论理解、迁移、运用和归纳的能力。

加强审题 掌握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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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备
考 过 程 中 ，建 议
考生对以下几个
方面内容引起重
视、加强训练，从
而 稳 定 发 挥 ，考
出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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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一个月这样来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