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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一轮复习，我们已经为学生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都说一轮基础知识的复习决
定高考成败，但二轮的专题复习对高考成绩的
提升也至关重要，第二轮复习是综合提高阶段，
其基本原则是：专题复习、发展能力，强化训练、
巩固提高。第二轮复习的主要措施和方法一是
搞好知识专题复习，二是搞好时政热点专题复
习，三是加强针对性训练，提高做题的能力。

1、搞好知识专题复习，继续狠抓
基础知识

第二轮复习不是第二遍复习，决不能搞
简单的重复。第一轮复习的重点是基础知识
的记忆和理解，达到熟练掌握。第二轮复习
的重点是基础知识的体系性和综合性，达到
会整合知识、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
题。第一轮复习后，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体系
性、综合性是不够的，知识体系分为大体系和
小体系，大体系是整合教材内容构建的知识
体系，主要按单元和课的结构形成，小体系是
按考点知识之间内在联系构建形成。我们在
复习中应多构建小体系，让学生多掌握小体
系，再由许多小体系整合为大体系。要让学
生对每一个知识点都放在知识的系统中来把
握，做到“宏观在胸、微观在握、融会贯通”。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高考中根据题目
的设问，正确运用知识，多角度、多层面地整
合知识，灵活地迁移知识，在题目规定的情境
问题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着重抓好主干知识的复习。第一轮复
习的重点是抓基础知识，第二轮复习的重点
仍然是抓基础知识，这是高考备考复习的基
本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第二轮复习
时间短，不可能像第一轮复习时那样按课、
节、框题逐一复习，知识范围到边到沿，不留
空白。第二轮复习要突出主干知识，高考试
题主要是针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一是考
查学生的熟练程度，二是考查学生对主干知

识综合运用的能力。

2. 深耕高考经典真题，增强针对性
和实效性

认真做高考真题，高考试题是《考试大
纲》要求的典型范例，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和很
强的示范性，是备考复习的主要标尺。做历
年高考试题，深入吸收其中的精髓，领悟深层
命题立意，熟稔解题思路方法，提升综合运用
能 力 是 快 速 掌 握 应 答 高 考 试 题 的 秘 诀 。
2011~2015 年近五年的高考真题务必要做，
而且要悟要透，找出规律。

3.搞好时政热点专题复习，强化理论
联系实际

找准社会热点，形成热点专题。时政专
题的复习要注意选取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典
型性的专题，不能多而杂。社会热点问题有
的适合于主观性试题，有的仅适用于选择题，
要有所选择和侧重。适合主观性试题的要加
大力度复习，形成热点专题，适合选择题的要
相对用时较少，点到为止。选择社会热点专
题要注意两点，一是党和国家当前的重大方
针政策或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热
点问题；二是与教材基本知识能够结合并有
密切联系的问题。时政要求的时间段：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年度间国内外重大时
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
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

4.强化主观试题的训练，特别是多训
练小切口的主观题

这几年全国卷主观题小切口设问的特点
非常明显，因而选题时尽量不要选择大范围
知识设问的题目，选择小切口设问的题多
做。主观题的选择要精，避免题海战术，对
试题的选择要注意两点：一是典型，二是
新。“典型”，主要是要引入近几年的高考试
题，让学生练习，使学生熟悉高考试题的命
题方式和答案要求。“新”，就是选取反映最
新社会热点的题目，让学生练习，这样才是
最有效地实现教材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的
结合，提高复习效果。鼓励老师们及时引用
最新的热点材料，创设情境，从多角度提出
设问，编成原创性题目。训练要注意限时定
量，要强化答题的规范性。做好主观题各类
题型的方法归纳，并能举一反三，这比盲目
刷题效果要好得多。

多构建小体系
整合为大体系

□ 合肥一中 张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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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二轮复习，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以课程标准为纲，高度整合教材，构架知识网络。针对高考

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强调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而高中历史
教材是存在缺陷的，这就要求考生自主构建知识网络，并能把历
史现象放到体系中全面考查。

关注主干知识，突出重要概念、原理的深度理解、阐释和应
用。对于历史概念，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而是再认、再现；
要从深度和广度上对历史事实有新的认识、新的参悟、新的把
握，即学生能够把握历史现象“背后”的因素，并能对历史概念深
度理解并阐释应用，努力形成概念体系。

脱离时代背景的材料是无效材料，同样，脱离史实的分析和
推理也是荒谬和滑稽的。所以考查历史现象，强调对时代特征
的把握，将其放到它出现和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考查，才能真正客
观的形成认知。

历史教科书的篇幅限制和当代人对历史问题的解读等因
素，使我们从教材中不可能对每一历史问题都能客观的、全面的
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史学材料的浩瀚，我们
要适时设疑，形成对历史问题的全面认识，还原历史，从这些史
料中去伪存真、追求原貌。

树立起正确的历史价值观，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是历
史教学的价值所在。复习时要深刻体会如民主、法治、宪政、改
革、人文精神、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和平与发展等等。应该把这
些观念内化成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并在实践中付诸行动，成为推
动未来发展进步的主要推手。

1.对照考纲梳理基础知识，查缺补漏。深入理解地理核心
概念，把握主干知识和核心考点，自然地理的原理规律要理清线
索，掌握形成过程，人文地理注重区位条件分析，区域地理准确
把握区域特征，分析区域发展。

2.对知识进行重组、归纳和整理，形成知识体系，构建思维
模型和答题模式，注重灵活迁移和应用。

3.关注地理环境各要素的联系，运用综合思维分析和解决
问题，同时也要准确判断地理事象形成的主导因素。

4.进行区域分析时要结合区域特征，关注区域的尺度大小，
把握区域的空间属性和时间变化。

5.加强读图技能训练，关注图中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时间
变化、地理事物之间的关系，对图表进行分类整理，抓住共性，总
结读图规律，提高读图析图，图图转换，图文转换能力。

6.选择近年全国卷和符合全国卷命题特点的高考真题和模
拟题进行强化训练，注重答题思路和解题方法，提高思维水平。

7.对核心考点和经典试题反复复习，深入思考其关联性。
特别要加强对错题的反思，纠正思维误区，强化正确的思维方
式。总结关联考点和类似试题，归纳整理一般思路和方法。

8.加强地理学科能力培养，善于判读和分析试题素材中蕴
含的地理信息，运用科学、规范、简洁的语言描述地理现象和事
物，多角度、有层次地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

强化读图训练
关注要素联系
□合肥一中 许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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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为纲
重视主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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