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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体系 明晰线索
□南阳市十三中 张冬洋

2019 年 我
省中招历史试
题命题基本保
持试卷结构的
稳定，题量有 20
道选择题、5 道
非选择题，选择
题包括图文材
料分析题和一
道小作文题，在
基础知识之上

试卷将求新求活；注重对考生读题、审题以及历史
思维过程的考查。 最后两个多月时间，复习备考时
请注意：

一、紧扣课标，夯实基础。
开卷考试追求能力立意，但基础知识、主干知

识是基本技能的载体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夯实
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除了加强对主干史实的准确
记忆，还要注重对历史概念的结构化理解，通过结
构化的思考，理解历史概念的本质，这样才不致于
不准确或张冠李戴。 要强化基础知识，就要紧扣课
标，夯实基础。

二、把握主干，构筑知识网络。
考生必须学会把握历史主干知识，构建知识网

络。 只有系统地把握历史知识结构，才能比较轻松
地掌握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整体内容，进而捕捉历史
的阶段特征。 如，复习八年级上册历史要从宏观上
把握“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近代化
探索（包括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历史大事件。

三、强化训练、注意技巧。
要把握好做题的基本原则和技巧：一是要控制

好时间， 第一部分 20 道选择题一般用时 13 到 15
分钟，第二部分非选择题用时 25 分钟左右，剩下时
间翻书、检查。 二是要审好题，对于选择题，要从题
干的立意出发，找准题目关键词，选择最佳答案。关
于主观题，要仔细阅读材料，准确、全面理解材料讲
了些什么， 讲述的是什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随
后，要弄清楚题目的设问有几项，都问了些什么具
体问题；最后，再理清设问，通过分析材料并联系课
文内容，从而得出答案。 三是答题时要先易后难，能
闭卷做的尽量不看书本，把有疑问或拿不准的题放
在最后做。 答题要紧扣题目简明扼要，答案书写规
范化、要点化、序号化。

四、紧扣热点、扎根乡土。
历史教学超越不了时代，历史考试也无法回避

现实，历史试卷会贴近社会、关注现实，也会有联系
河南文化的浓厚乡土气息。 在平时要关注时政热点
与历史的结合点，要关注周年大事、时政热点，以便
把握住命题的脉搏。 如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澳门回归
20 周年、巴黎和会召开及《凡尔赛和约》签订 100
周年、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90 周年。
另外，资本主义发展史、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以及古代科技文化的交流影响、 河南地方史的热
点，如河南的世界文化遗产等都需要重点关注。

王绍：河南省文明班级班主任，市历史骨干教
师、市教育教学先进个人、市师德先进个人，从
事毕业班班主任及历史教育教学工作多年，备考经
验丰富。 ①1

距离 2019 年中招考试仅有两
个多月，如何才能有效地备战历史
学科考试呢？在这里谈几点自己的
建议：

一、把握课标，找准依据。
在实际复习中， 我们会发现：

新教材和旧教材相比有不少变
化， 新教材和课标相比也有些出
入。 怎么办呢？ 建议：①新教材与
旧教材不一致：以新教材为准，留
意变更方向。 ②新教材与课标有
出入：暂以新教材为准，留意《说
明与检测》。

二、全面复习，夯实基础。
河南省中考历史开卷十几年

了， 大家都已意识到开卷不是越来
越容易，而是越来越难，对能力的要

求越来越高。 近三年中招历史考试
阅读量很大， 字数都在 4000 字左
右，时间只有 50 分钟，只有基础知
识扎实才能在考场上得心应手。 平
时要加强对课本知识的充分复习，
并做到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熟知主
干知识，精读细读课文大字，阅读小
字、图、表、引用的名言资料等，争取
做到熟悉课本的每一个角落。

三、构建体系，明晰线索。
一个聪明的大脑，必须能将纷

乱的知识依据一定的规律，根据自
身认识事物的特点，将书本由厚变
薄，运用时再由薄变厚。 历史学科
同其它学科最大的不同是知识的
前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要
把握这种关系， 捋清知识的脉络。
如中国近代史的复习可以按两条
清晰的知识线索贯穿起来：一为外
来列强侵华，二为中国人民为反抗
外来侵略的斗争及探索。其中的每
一个历史知识点都可以用这两条
线将其自然地贯穿起来。 这样，知
识的掌握将不再是孤立的、易混淆
的点和块，而是一张知识的网络体
系，复习起来头绪清楚、一目了然。
此外，还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
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去学习。因为中

国历史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必
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只有将二者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学活
历史，提高自身认识事物的能力。

四、训练典型题，提高能力。
河南中考题型基本已经固定

下来， 应有针对性地训练典型题，
在做题中提高能力。

首先，做题时要选择比较经典
的习题，注意不要选一些“偏、难、
繁、旧”的题误导思路。 其次，要科
学审题，认真分析。 拿到试卷看到
试题后，不要急于翻书，而是要有
层次地审题。 先看问题再看材料，
带着问题去看材料，在材料中找出
有效信息。 再次，依据题目要求组
织语言、规范作答。 最后，分析分
值，细心回答。一般情况下，试题的
分值分布与知识点的多少有一定
的关联。

张冬洋：南阳市十三中历史教
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教学
标兵，河南省“青年卫士”，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市师德先进个
人，市教学标兵。 曾获市优质课特
等奖、省优质课一等奖，是市优秀
班主任、文明班级班主任。 ①1

夯实基础
紧扣热点
□南阳市二十二中 王绍

中考冲刺 名师指路
（历史篇）

掌握方法 限时精练
□南阳市三中 刘少峰

为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
现学科特色和育人价值，践行“立
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河南历史中
考以开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着重考
查考生在材料情景下， 通过分析、
解读、对比、判断、概括、评论等关
键能力表达自己思维过程。 因此，
针对中考历史复习作以下建议：

转变观念：①开卷考试很容易
让考生产生基础知识不需记忆的
想法， 认为只要开卷就万事大吉，
相信自己的抄功。②考试时脑子是
摆设，书或资料是法宝，从选择题
就开始翻书，不经思考就将查阅到
的所谓的答案往题目上套，导致答
非所问。③事实上开卷考试是能力
的考察，轻易翻书抄到的内容是不

会出现在试卷上的，翻书时间与历
史成绩成反比。 ④建议转变观念，
不要想着投机取巧开卷考试我“抄
抄抄”， 而是要脚踏实地心无旁骛
地夯实基础认真复习。

夯实基础：①抓住课堂。 毕业
班历史老师每节课都会做海量的
准备。在课堂上老师会将主干历史
知识有的放矢地进行突出重点、突
破难点的讲解；在课堂上会传授由
点到线串联历史的方法；在课堂上
老师还会传授选择题、 材料分析
题、短文题等各类试题的做题技巧
和方法……如材料分析题做法：统
览材料， 确定主题———阅读问题，
带着问题阅读材料———分层分析
材料，迁移知识，组织答案———誊
写答案，条理清晰，语言规范，字迹
工整。因此抓住课堂高效听课不仅
可以大大提高复习效率，而且还可
为我们独立复习奠定基础。②独立
复习要与思考结合，不是单纯死记
硬背，而是要把历史事件来龙去脉
和事件之间关系撸清楚。尤其重视
事件的影响和联系，能够大致复述
出来。

提升能力： ①掌握基础知识
后，尝试着依据老师教给的方法按

时序性的特点把历史知识串联起
来。对每单元和每本书的知识点都
进行系统化、网络化的梳理，形成
了然于心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而可以站在一定高度系统复习
历史主干知识，避免细枝末节断章
取义地复习历史。②在系统掌握所
学知识的基础上， 限时精练习题。
不仅要学会认真审题；还要把老师
传授的做题方法进行实战演练，掌
握各种类型题的做题方法和技巧，
提高解题的能力。

掌握方法：①熟悉河南中招考
试历史试卷试题分布规律———时
序性。 ②把开卷考试当闭卷对待，
用心用脑做题。 ③合理分配时间。
选择题争取在 12 分钟内做完并涂
卡，非选择题平均每道答题时间为
6分钟，最后剩余 8 分钟进行复查，
复查时对模糊不清的东西翻书敲
定。 先复查非选题，再复查选择题。
④平时落实限时训练，从而做到养
之有素，避免到考试时手忙脚乱。

刘少峰： 南阳市三中历史教
师，中学高级教师，市级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长年任教于毕业班，
获得过省、市优质课奖。 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