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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五部法” 

◎长沙市雅礼中学 1817 班  曹唐风 

 

历史号称文科之王。在“3+1+2”的新高考模式下，历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新高考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

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面对新趋势新要求，如何针对性做好历史的学习？根据我

的个人体会，重点要抓好预习、课堂、消化、做题、阅读这五个关键部分。 

一、预习 

课前预习是每门学科都强调的方法，有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锻炼独立

思考的能力。由于高中的学习任务比较紧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全面深入

的预习，但至少要做到对于第二天上课的内容有所了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样才能在课堂学习中跟上老师的节奏，保证课堂的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

复习消化的时间。 

二、课堂 

上课时除了认真听课以外，做笔记也很重要。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想把老师

讲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这种方式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因为一堂课的信息

量很大，在无法做到一心二用的前提下，试图将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必

定会影响听课的质量，降低课堂学习的效果。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记录老师讲述的

关键内容或者是对于自己有启发的部分，或者在课后再补充笔记，这样才可以将

课堂学习作用最大化。当然，课后补充笔记应该重视其实际的作用，如果单纯为

了笔记的完整或者美观而花费大量的时间，不仅效率较低，也会影响到其他学科

的学习。 

三、消化 

古人早就强调过要“学而时习之”。课后消化要经常进行，这时笔记的作用

就凸显出来了。每一次复习时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批注，来体现自己的归纳

思考。我自己通常使用的是粉笔（或红笔）、紫笔（或绿笔）、铅笔，其重要性粉

笔大于紫笔大于铅笔。粉笔主要是用来记录自己总结出来的统领性的经验或技巧；

紫笔主要是针对某一个部分的思考与得出的经验；铅笔主要是一些疑问性的内容，

待以后来落实消化。个人觉得，做作业前一定要先温习，觉得没有消化好就不急

着完成作业，否则不仅作业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也会消耗更多的时间。 

四、做题  

做题是重中之重，学习的效果如何，最终要靠做题来检验和巩固。做题也要

讲究方法与技巧，个人比较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要将粗做与精做结合起来。有很多同学都习惯于像考试一样一丝不苟的

完成题目，从我个人来说不太倡导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浪费时间。可以将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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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的粗做和一丝不苟的精做结合起来，简单题只写要点即可，复杂题、典型

题可以写的完整细致，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二是错题整理十分重要。整理错题是公认的一个好方法，我自己有一个专门

的错题本。对于错题我直接整体摘录的比较少，大部分是记录自己犯错的一些原

因和没有掌握通透的知识点。 

三是认真进行总结反思。不能为刷题而刷题，要经常性的对做题的过程和结

果进行总结反思，重点可以按顺序从五个方面总结：错因，易错，方法，原理，

总结变式。 

错因。错误的原因我觉得只有三个：做题习惯、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做题

习惯包括我们平常的看错设问、看反选项等等。知识结构不只是单纯的知识点，

还包括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对比，这一点非常重要。思维模式是最不好解释也是最

不好总结的一个部分，要注重系统性、逻辑性、准确性，争取拿高分拿满分。 

易错。要找出自己学习中一些常见的易错点。比如说历史的选项中常有并列

式的选项，即甲与乙怎么样。这样的选项中往往只有一个是与材料有直接关联的，

而另一个则很可能与材料无关或者错误。看到这样的选项就一定要警惕，否则很

可能选择错误的选项。 

方法。要结合自己做题中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个主要

靠在做题中不断地摸索。我自己就总结了很多的方法，然后用粉笔记录在错题本

上，很有帮助。比如我的历史大题经常会漏掉一些要点，都是做题时想不到但是

一看答案就懂的那种。后来我总结出了历史大题答题的四步走：第一步是将材料

按照句号划分层次，然后逐个层次的去寻找信息点，在这过程中有一些材料以及

由此推断出的信息都可以摘录下来供自己以后参考，这样才可以去培养自己的材

料分析能力。第二步就是搜索自己架构的基础知识网络，在其中找到与这个题目

相关的知识点。这个工作在平时巩固知识的过程中就要做好，这样才能在考试中

快速反应过来。第三步是我自己总结了十个答题要点，即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军事、外交、个人、潮流、历史、科技。根据题目所给材料内容和问题，分

析涉及到哪些要点，再从这些要点出发去回答。其实这十个要点并不全面也有一

些重复的地方，但是贴合我的个人思维习惯与知识梳理情况，所以我就这么总结。

第四步是在实践中总结、积累的一些特殊技巧。比如答中国古代史往往要从民族

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史的某事件的意义往往要答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论述重大事件影响时要注意运用辨证法，既要答积极影响，也要答消极影响；

影响力的设问注意多角度来思考，包括对国内和对国外，对当下和对长远；注意

区分主体，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第五步是进行一些生活化的

思考，设身处地地去思考问题，其中在 2012 年的红绿灯的题目中体现的比较明

显。 

原理。历史方面的原理包括具体的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构成的知识网络。 

总结变式。对一些典型题、比较有深度的题，可以自己设想一下针对这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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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以怎么变式，还可以联想自己曾经做过的类似题，这样可以加深自己对于题

目考察方向的认识，将这个题目的作用最大化。 

五、阅读 

我觉得历史学习在平常还要重视课外的阅读。在平常多去阅读课外的书籍可

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能力。 

最后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常说文史不分家，史地不分

家，还有一门学科叫历史地理学。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注意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

往往可以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明晰，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历史的学习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将高中阶段的历

史学习简化。 以上就是我个人备战高考历史的一些学习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

所帮助。当然，每个人的学习情况不一样，还是要依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去寻找适

合自己的方法。谢谢。 

  

 （曹唐风，长沙市雅礼中学 1817班学生，高考总分 666，湖南省历史方向考

生裸分第 3名。录取院校：北京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