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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党”这个寒假怎么过 老师为你指点迷津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马克山

历史：把握青春 不负历史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三军

化学：夯基固本 再上一层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方

地理：抓纲务本 转换视角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寒假已经过去一周，“高三党”们过得还好吗？如何
才能利用好这个高考前最后一个时间较长的缓冲期？上周的《教育周刊》安
师大附中的老师们就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生物6个学科给出了建议，
本期老师就余下的几门学科也支了高招——

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这个寒假注定
不会轻松。笔者就利用寒假进行高效复
习提几点建议，以期对考生们有所帮助。

一、恒者行远 思者常新
历史的一轮复习虽已基本结束，回

顾所学，没有熟记的知识点、没有理解的
考点难点，还可以利用寒假做最后的弥
补。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历史课本不能
弃之不顾，应当常读常新，温故知新。

平日的课程连绵不断，课后的作业
堆积如山，难有思考整理的空间。寒假
是考生自省沉淀的好时机。利用寒假可
以把思路梳理，弄清楚历史学习中的不
足：基础知识不扎实还是学习方法不得
当，做题技巧没掌握还是理解能力不足
等等，并进行有针对性地训练。包括历
史在内的任何学科的学习，不仅需要埋
头苦读，更需要抬头看路。历史，不只是
一门记忆的学科，更是一门思维的学科。

二、逐一击破 串线织网
全国卷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着重考查

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和理解能力。所以，
考生们可以利用寒假试着有针对性地完
成三项任务：一是进行深化拓展，攻破考
点难点；二是归纳阶段特征，构建知识网
络；三是强化专项训练，提高解题能力。
这其实也是二轮复习中要达到的目标。
笔者将其概况为“点穴、串线、织网”。

“点穴”，就是对照《考试大纲》逐一
击破考点，做到全面深刻的理解该考
点。怎样才算掌握了该知识点呢？例如

“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如果能回答“商
周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为什么会产
生这些制度？这些制度有何影响？你如
何看待这些制度？”这些问题，即“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看”等问题，你
就算掌握了该考点。

“串线”，指将知识点按照某项专题贯
穿成一条线。例如，人教版必修二的第二
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织网”，就是以更宏观的视角将所
学知识进行归纳梳理，构建出完整的可
变形的知识网络。例如：

这样就将知识中外关联、纵横交错，
构建出一个知识网络。将知识纲举目
张、编制成网，考生头脑中就形成了“变
形金刚”，应对高考自然能活学活用。

建议同学们，将课本中的单元标题、
每课的标题、每课中的子目都以列知识
树的方式默写下来，这必将有助于考生
对知识结构和历史脉络的把握，有利于
从宏观上理解历史知识。

三、高屋建瓴 关注前沿
高考历史不回避高频考点、不回避

热点。所以，考生可以利用假期多关注
高考动态、史学前沿和社会时政热点等。

一是建议考生研读高考的《考试大
纲》和《考试说明》，对于高考考什么、怎
么考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认真研读最
新修订的 2017 年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课程标准》是课本教材编写的
依据，当然也是高考的基础。从最新修
订的《课程标准》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
新变化，比如由原来教学的“三维目标”
转为强调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
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
国情怀，这是值得关注的。

二是关注社会热点。历史学家克罗
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往的历史
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汉唐盛世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儒家思想与精神文
明、科举制度与社会正义等等。在这里，
建议同学们把“十九大报告”找来阅读领
会，对政治和历史的考试将不无裨益。

四、深究真题 胸有丘壑
备考要有针对性，必须研读真题，建

议考生在寒假中和以后的日子里至少把
近五年的全国高考卷做好。摸清出题思
路，掌握解题技巧，最终面对 2018 高考
卷时才有一见如故之感，真正做到胸有
丘壑、气定神闲。

从近几年的全国卷来看，题型结构
和考点分布比较稳定。比如 12 道选择
题中，前四题为中国古代史，涉及到了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专题模块；中间
四题为中国近现代史部分，31 题为中国
当代史，侧重点略有变化；最后四题是世
界史部分，32题是世界古代史，考查方向
分别是近代世界民主政治，近代经济改
革，现代世界经济。

最重要的是在做题究题的过程中，
考生们将会摸清高考出题的套路，锤炼
形成自己的解题技巧。比如在解选择题
时，如何审题、如何将新材料和“旧知识”
建立联系、如何辨析四个选项找出最佳
答案；在应答论述题时，如何做到观点明
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等。最后，提出
几点备考建议：1、注重对基础知识和主
干知识的复习，尤其是对于人类历史发
展过程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的阶段特征重
点关注；2、继续关注考题中对学科核心
素养的考查，尤其是历史学科特点鲜明
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等；3、
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关注现实生活，须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虽然高频考
点主要分布在必修一、二，但复习时尽量
兼顾每个专题和知识点，不可偏废。

一、仔细研读新课程标准，刷真题感
悟高考，明确考试内容

分析评价高考试题，对于应试者来
说，就是为了改进学习。因此要深入研究
高考试题，领会高考试题的设计思路和考
查意图，实现精准备考。

近年高考全国卷的命题改革，绝不迁
就中学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现状，坚持
以能力和素养考查为主导，优化考试内
容，改革命题方法，试题较好地发挥了应
有的选拔功能，使得多年以来“高分低能”
的现象大为减少，从而给传统、僵化的高
中教学以强有力的冲击。高三小鲜肉们
必须抓纲务本，夯实四基一标（标：课程标
准；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
法、基本活动经验），一轮复习使地理知识
轮廓已很清晰，小鲜肉们已羽翼丰满，充
满战斗的激情，可以每周两张地理真题试
卷，建议首选全国卷、山东卷、浙江卷、海
南卷等，通过刷题来感悟高考的真实情
境，巩固书本知识，加深对高频考点的再
认识，如农业、气候等。

二、转换视角，构建个性化的地理知
识体系

学什么比怎么学更重要。因此，在复
习过程中，需要根据高考实际，打破现行
教材的体系，甚至打破必修选修界限，整
合教材内容，重构学科体系。

一轮复习的知识零散、琐碎，学生往
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做某一章节的地理测
试卷成绩很好，但是一旦进入模考地理成
绩会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就是一轮复习
知识点以单调罗列的形式出现很容易忘
记，这个时候就需要转换视角，构建个性
化的地理知识体系，即纵横联系，系统归
纳。打破教材编排的固化顺序，整合碎片
化的地理知识。

三、关注生活热点，提升区域认知能
力和地理实践力

素养不只是知识与技能，他是在特定
情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

以满足复杂需要的能力。人地观念是地
理核心素养的核心与灵魂，包括正确的自
然观、资源观、环境观、人口观、发展观
等。综合思维与区域认知是地理学科基
本思想和方法，地理实践力是基本活动经
验。地理学科有“小理科”之称，可见文科
生还是比较怕地理的，原因是地理学科是
个交叉学科，在地理学科里有大量的物
理、生物、数学、化学等知识点，所以对于
地球运动这些“理科”章节学生是多次复
习，但会很快忘记，建议使用生活中热点
来辅助记忆。

如作为芜湖人不会忘记这个历史片
段“1949 年 4 月 20 日，由于南京国民党政
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激起了中国
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慨。当夜 8 时开
始，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万船齐发、乘
风破浪，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开始。人民
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般的摧
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
铜(陵)繁(昌)江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冒着
枪林弹雨划着“小船”来作战，处于劣势。
为何只能划“小船”呢？芜湖位于长江南
岸，受地转偏向力影响，被侵蚀，水深流
急；江北处于堆积岸，水浅，没有大船，这
样既能加深对地理、历史知识点的记忆，
又能增强民族自豪感。

核心素养是跨学科的，高于学科知
识；核心素养是综合性的，是对于知识、能
力、态度的综合与超越。

拓展知识是深化理解的铺垫！深化
理解是提升能力的前提！提升能力是备
考复习的升华。

一、夯实基础
复习的过程中要吃透课本的每一个概

念及理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寒假，以
课本为本，以一轮复习资料为辅，来巩固基
础知识，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同时要
注意构建网络，归纳迁移，注重知识的完整
性、系统性和综合性。高度重视解题思路
的分析，应变能力、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的提高。

二、做好考试总结 查缺补漏
每一次的考试都是对前一阶段所学

知识的考察，重在基础知识的考察，在考
察知识的同时侧重对能力的考察。基础
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依据，因此每个
学生都应该利用好这个寒假，对上学期考
试试卷做总结分析，看一看自己复习效果
如何，基础知识掌握的是否扎实。关键要
通过对每次考试试卷的错题分析，找到自
己哪些环节做得不够，并确定改进的方法
和措施，复习中注意抓基础，抓复习的针
对性，哪一章节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或者
遗忘，就重点针对其进行复习整理，做到
基础知识无遗漏。对考试中以及平时出

现的错题，应做好修正并记录下来。记录
时应详细分析出错的原因及正确的解题
思路，不要简单写上一个答案了事。寒假
期间要经常翻阅复习，这样就可以避免以
后出现类似的错误。

三、提高效率、抓落实
为了使你假期的复习任务落实到每

天的学习之中，建议同学们首先要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计划，一是要有假期整体计
划：学习的计划，休息的计划。二是要有
每天具体复习的计划。为了避免随意性，
应把每天的学习任务、学习时间具体化，
真正把学习任务落到实处。最好细化出
每个时间段做什么，真正把复习计划落到
实处。同时可以按照考试时间有要求限
时做一些成套试卷，在答题过程中做到：
会的慢做求全对，稳做中档题一分不浪
费，舍弃全不会的题目。提高复习和答题
效率。基础已经打扎实的同学，主要利用
寒假多做成套试卷，训练提高自己的做题
速度和准确度。基础薄弱的同学要利用
好寒假把基础打扎实，为下学期的第二轮
复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