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潜蓄势，绽放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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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70天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问题困惑：

• 知识多、 杂 ， 记不清

• 试题成堆 ， 如何有效“刷题”？

• 心慌、 无序、 无从下手

我的涨分点在哪里？

不妨尝试：

ü  厘清脉络：知识结构化

ü  提质增效：真题序列化

ü 从容落实： 任务明确化   

 关键词：有的放矢！      



近年来高考试题突出考查的风向：

（1）知识考查：必备知识

          【基础性、综合性：主干知识，关注知识间的逻辑】

（2） 能力考查：关键能力

          【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 

             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3） 素养立意：

        【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有的放矢



“从2007年开始……重叙事的题目不断减少，重分析的题

目逐渐增加……新课程高考几乎不要求考生必须准确地记住某个历史年 

代，而要求考生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特征 ”。中学历史教学的叙事有两种 

结构——事件结构和阶段结构（包括年代结构）。所谓事件结构，是指通 

过学习具体的历史事件来把握整体的历史内容；所谓阶段结构，是指通过 

理解某一历史阶段（从十年到上百年、千年不等）的主要阶段特征来把握 

结构的年代记忆，整体的历史内容，如果这个历史阶段是十年，就称为

年代结构。新课程  高考的特点是淡化事件强化阶段结构的特征  把握

。 ”
—— 黄牧航《十年新课程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的回顾与分析（上）》

《中学历史教学》2016年第7期



    问 题 一： 知识多 、 杂 、 记不清！

                 VS        
    厘清脉络：知识结构化



第一步：理清阶段主题及脉络                  



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三大改造进展顺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

（2） 曲折探索时期（1956-1966-1976）：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 ，新中国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 

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虽历经曲折 ，但仍然

【  1949-1952年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为开展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准备了条件；

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起步， 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  
践行， 为国家建设争取了有利的环境。

（1）过渡时期（1949-1956）：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   

取得了伟大成就， 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3）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至今）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全面拨乱反正， 以及民主法治建设、外交领域的突出成就， 为开     

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环境。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后，1984年 ，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为对外开放     

打开了窗口。1992年南方谈话和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



【必修一 P71】



【必修二 P51】



【必修三 P69】



第二步：用重要史实解释/论证脉络、主题



第二步：用重要史实解释/论证脉络、主题



  第 三 步：针对性突破重点                                                  

                     【    注意考查方式的差异】
（ 1 ） 过渡时期（ 1949 - 1952） ：

恢复国民经济 、 巩固政权的举措 、 影响
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一 五计划的特点 、 影响？

（ 2 ） 曲折探索（ 1956 - 1966）
八字方针 “ 调整 ” 的内涵？

（ 3 ） 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 - 至今）
农村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
对外开放的表现、影响？（联系国际局势）
南方谈话 、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 影响？

（4）外 交（联系国际局势理解）： 50S - -60S（第三世界） --70S 突破
                                                           –- 改革开放以来（多边、不结盟）
（5）科教文化：双百方针、恢复高考、科教兴国（注意与政治、经济局势的关系】

重点关注 ： 高频考点； 薄弱版块



第三步：针对性突破重点（可联系微专题架构整合知识脉络进行巩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问题 一： 知识多 、 杂 、 记不清！

VS
厘清脉络：知识结构化

抓核心， 明主线，构建知识体系

常提问， 多关联，运用成就熟练



问题二： 试题堆积如山，如何有效 “ 刷题 ”？

                  V S 

   提质增效：真题序列化



（2011 ·课标全国卷） 董仲舒认为孔子撰《春秋》的目的是尊天子、 抑诸侯、 崇

周制而“大一统 ”， 以此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服务 ，从而将周代历史与汉代

政治联系起来。西 周 时 代对 于秦 汉 统 一 的重 要 历 史 影 响 在 于

A．构建了中央有效控制地方的制度        B．确立了君主大权独揽的集权意识

C．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文化心理认同        D．实现了国家对土地与人口的控制

（2023. 全国甲卷.24) .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爵位由高到低称为公、侯、
伯、子、 男。楚国先祖在西周初被封以“子男之田”,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自
称 为王，称霸中原，争当华夏盟主，孔子编撰《春秋》,仍坚持称楚王为“楚
子”。孔子此举目的是“
   A．实录历史事实          B．提升周王权威   
   C．维护等级秩序           D．强调文化差异

u  同阶段真题贯通练：明确阶段核心考点



（2017 ·新课标全国Ⅰ卷 ·24）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   
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

封召公奭于燕，都蓟（今北京）。分封  

A．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 ．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 ．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2011 ·课标全国卷） 董仲舒认为孔子撰《春秋》的目的是尊天子、 抑诸侯、 崇周制而  
“大一统” ， 以此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服务 ，从而将周代历史与汉代政治联系起来。

西周时代对于秦汉统一的重要历史影响在于
A ．构建了中央有效控制地方的制度           B ．确立了君主大权独揽的集权意识
C． 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文化心理认同           D． 实现了国家对土地与人口的控制

（2014 ·新课标全国Ⅱ卷 · 24） 周代分封制下 ，各封国贵族按 “周礼”行事 ， 
学说统一的 “雅言” ， 促进了各地文化的整合。 周代的 “雅言”最早应起源 
于现在的

A． 河南          B． 河北           C． 陕西          D． 山东



2023年
甲卷：
   孔子《春秋》维护等级秩序；
乙卷：
    铁牛使用推动小农经济形成；
课标卷：法家代表人物主张。

核心考点：
• 分封制；宗法制；
    礼乐制；
•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变

化（铁牛、小农经济、
商业发展）

• 百家争鸣；
• 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代表。



【2020年新课标全国III卷.41】

材料一   
       

 
   

 
 

(3) 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7分）

•         .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
• .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
• .礼乐制度促进了儒家学说和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形成；
• .为中国长时期政治结构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 
(3) 礼乐制度促进了儒家学说和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形成；
(4) 为中国长时期政治结构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III卷40题】简析汉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9分）

(1) 确立了中国的基本疆域；      (2) 强化了民族认同；

(3) 形成了追求统一的价值观；   (4) 创立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

【2017年III卷40题】简析台湾的收复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10分）

(1)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2) 实行祖国大陆政治 、 文化制度；
(3) 接受移民， 进一步密切了两岸的往来和联系；
(4) 增强了民族 、 文化认同。

【2020年III卷】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7分）
(1) 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



同类比较关联：
触类旁通



u  套题比较练：

     明确素养标高，领悟风向变动



（2023.全国乙卷.24)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

(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岁)者可以食

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

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商业活动的衰退

核心概念：小农经济
（从现象到本质）   定时空，分析现象



(2023.甲卷.25)在中国古代，自然环境、社会生产状况、国家政策、灾
害以及战乱，都会对人口的区域布局产生影响。图3显示了两汉间江浙
一带与湘江流域人口增长的巨大差异，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A．土地兼并程度                      B．经济发展水平   
C．人口自然增长                      D．移民流入数量

湘江流域人口增长
大大超过江浙一带

主干知识+逻辑推理



（2023·全国甲卷）4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重点建设项目。毛泽东豪迈地写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成为新
中国的国家记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
大奇迹，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结合史实阐释一则新中国的“国家记忆”。（要求：体现国家意义，观点正确，史论结
合，逻辑严谨。）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
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2013.1.5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讲话）



                   提质增效：真题序列化                             

 1.  按题号顺序：明确常考点，紧扣核心知识，抓大放小，查漏补缺。

 2.  按年份：看考试风向变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史；党史，  

      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二战以来大国关系/国际局势变动；关注核心素养】

 3.  重视大题答题语言的积累。



【必备知识结构化落实：   课标---教材----高考题---回归课标高位立意】

  【微专题复习】



重点强调：

二 卷 如何规范作答？



材 料 张九龄（ 678～740），韶州曲江（令广
东韶关）人。七岁能文，进士及第后步入仕
途，开元年间官至宰相，成为秦至唐在统一
王朝任官级别最高的岭南人。张九龄为政注
重民生疾苦，轻刑罚，薄赋敛，扶持农桑。
其为人忠诚耿介，敢于进谏，亦终因此罢相
，后有人认为这是唐朝由治到乱的分水岭。
张九龄有《曲江集》传世，其诗清新自然，
其文高雅严整。岭南多被时人视为蛮荒之地
，而在张九龄的笔下，却是山明水秀，风光
无限。他曾主持开大庾岭新路，便利了岭南
与中原的交通，至今用之。张九龄“耿直温
雅，风仪甚整”，人们以其家乡之名称之为
“曲江风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
称赞他：“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
人。”    ——据《新唐书》等

(2020年全国III卷）47．[历史——

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评价张九龄的历史贡献。（9分）

① 为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3分）

②  树立了贤相的典范；（2分）

③  文学作品影响深远；（2分）

④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人们对岭南的认知。（2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九龄成为盛唐名相的历史背景。 
参考答案：   科举制的推行和崇尚诗文的社会风气；        开明纯正的政治氛围；

南方的开发和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u 如何适应规则？  （1）分点提行，层次清晰，多角度；
    （ 2 ） 关键信息 靠前；
 （ 3 ） 排版工整； 间距合理；



 12分题得分技巧                                                            

u论题要求：观点明确，紧扣材料 主旨立意。
u论证要求：

a . 论证请用史实 ，不要用口水话或语文抒情表达。          
b.  请务必分段分点，

同时段不同角度的论证，角度请鲜明地摆出来；            
c.  论证脉络清晰； (时空变动线索/ 关键词)

务必追求总分最大化！！



    问 题 三： 心慌、 无序、 无从下手

  VS        

    从容落实： 任务明确化 





主动的意义在于，

马上去做，

就在当下！



合作氛围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

而 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