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高考进入倒计时，最后20
多天如何做好历史学科的复习备考？考
场上有什么答题制胜的方法？海南中学
高三历史备课组长吴福生结合37年的
高中教学经验，为广大考生做指导。

“经过前年的调整，这两年海南高
考历史卷题型、分值等保持稳定。今年
将延续去年的试卷结构。”吴福生表示，
历史学科突出对学科5大核心素养的
考查，强调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考
查。最后阶段考生要回归教材，打牢基
础，同时适当做题，保持手感。

记者黄婷/文莫壮青/图

关键词：复习策略
课本的插图、注解都要掌握

距离高考仅剩20多天，冲刺阶段如何做好历史学科

复习备考？

“最后阶段，对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巩固已有的知

识，并对自己相对薄弱的地方进行查漏补缺。”吴福生

表示，考生还要调整好心态，以健康、平和的心态应对

高考。

吴福生建议，考生在最后冲刺复习阶段要回归课

本，梳理基础知识。

“虽然不提倡学生死记硬背，但熟悉历史知识是学好

历史的基础。”他说，考生首先要把已经掌握的知识串起

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针对以前忽视的内

容，进行查漏补缺。此外，除了正文，插图、小字、注

解、导语等，考生都要掌握。

总结错题，做限时专题训练

适度做题训练也必不可少。“不要像以前那样大量刷

题，但也要适度做题，保持手感。”他说。

吴福生提醒考生们把往年高考真题、经典题目，包

括自己易错的题目拿出来重新做一做，认真反思错在哪

儿，在高考中要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没有时间做整套

试卷，考生可进行限时专题训练。”他说。

对选择题的训练，吴福生建议考生在平时训练时注

意“三招制胜法”能力的培养。

第一，要准确全面地把握题干的信息。考生做题时

经常犯三个方面的错误，一是错误地解读材料的信息，

二是片面地解读材料信息，三是过度解读材料信息，

这三种情况都会导致学生判断的失误，因此，要仔细

读题，慢慢审题。

第二，弄清楚问题最后指向哪里，落脚点在哪里。

很多选择题题干信息和后面的选项之间看似有一定的关

联性，但并不是正确的选项。命题者喜欢“挖坑”，如果

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落入命题者的陷阱。

第三，对四个选项进行有效筛选。根据学生已有的

基础知识，还要根据唯物史观、政治学、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进行判断，做好排除。比如，看选项和题干之间是

不是存在主体的一致性。某个选项是符合史实的，但是

它的主体跟题干的主体并不一致，那么这个选项就可以

排除。

对于非选择题，吴福生预测，今年海南高考历史卷

主观题前三道应该仍为传统题型，即提供新材料，创设

新情境，然后提出问题。基本上是要求学生阅读理解材

料，然后从材料里提取信息，回答问题。重点考查学生

提取信息、分析材料、归纳概括、阐述问题的能力，这

也是必备知识、关键能力的考查。

“第19题属于相对开放的题目，每年都会有一些创

新。”吴福生认为，今年第19题不会有太大变化，可能

会有微调。

考生要学会沿着热点挖掘历史

“我们不主张猜题、押题，但是对于重大的时政热点

和历史事件，考生一定要掌握。”吴福生表示，中国共产

党百年伟业、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地方史、城市化、

全球化、文明的多样性（多元融合）等热点，都有可能

通过提供新材料、创造新情境出现在考题中。因此，考

生要及时关注时政热点，培养沿着一些重要的热点、线

索去挖掘历史和现实联系的能力。

历史得分必备：最后阶段回归课本

插图、注解、导语都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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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力考查
考生要能准确把握历史规

律、解释历史现象

吴福生介绍，今年海南高考历史卷题型大致

分为两个部分：

一、选择题，1-15题，每小题3分，有2道

为不定项选择题，其他均为单选。

二、非选择题，16-19题，共55分。

历史学科重点考查学生五大核心素养：唯物

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情怀、历史解

释。“这五大核心素养在试题中都可能体现出来，

其中体现最多的是唯物史观，这是一种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吴福生表示，家国情

怀也会在高考中体现出来。

高考历史同时加强对必备知识的考查。“必备

知识是新课程改革以来的新提法，相当于以前的

主干知识，但必备知识比主干知识更有深度。”吴

福生说，这要求考生除了有一定的知识体量和储

备，还要有理解的深度，要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规

律、解释历史现象。

此外，高考历史强调对关键能力的考查。“关

键能力也是新课程提出的新概念。”他说，所谓的

关键能力，是提取信息的能力、分析理解的能

力、描述理解的能力以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等。它不是对知识的简单记忆，而是要有一定的

历史思维能力，有描述论证历史知识的能力等。

关键词：应试技巧
认真审题，书写答

案要坚持“四化”

考场上掌握好的答题技巧往往

事半功倍。吴福生表示，从历史学

科来看，最关键的是注意审题。

“复习到现在，大部分同学已

掌握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历史知

识，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会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差错呢，关键是在审题

的时候出现偏差。”

“尤其是做主观题时，要用心

审题，把整个材料都读完，而不要

想着去抢时间，真正读完题理解后

再下笔。”吴福生说。

“做主观题时，考生一定要分

步走，规范作答，书写工整。”吴

福生建议考生分四步走做题：一、

先看问题；二、带着问题读材料；

三、对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分析；

四、组织答案并书写。

在组织、书写答案时，他提醒

考生坚持“四化”原则：规范化、

段落化、提示化、序号化。规范

化，使用规范的历史术语，不说

大白话及文学化语言；段落化，

一个问题往往有多个小问，考生

要分段回答，条理清晰，提高得

分率；提示化，比如回答背景是

什么时，书写时要在答案前标

“背景：……”；序号化，当回答

某个问题涉及多方面内容时，最好

将不同方面内容用序号标注清

楚，以方便阅卷老师踩点给分。

合理分配时间，半
小时内做完选择题

吴福生最后提醒，注意答题时

间的分配。15道选择题最好30分

钟内完成，平均每题两分钟。“后

面有4个主观题，书写量大，若选

择题花费太多时间，很可能导致主

观题没时间作答。”他提醒考生做

完选择题后及时涂卡，以免后面漏

涂错涂。

海南中学高三历史备课组长吴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