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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 着 新 课 程 改 革 的 不 断 深

入,“高效”在中学历史复习中被越来越

多的教师所关注。传统的教学靠的是“压

时间”“题海战术”，这些做法不但浪费

学生的时间，而且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

展，那么，如何实现“轻负担、高质量，

低耗时，高效率”的教学及复习呢？经过

几年的研究、实践与积累，笔者认为只有

把握好方法，处理好基础与能力、学习与

巩固、单个与整体、练习与提高之间的关

系，才能让中考复习“高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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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考历史中考试题切实体

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程标准理念，命

题更加注重试题的实践性、开放性、时代

性、教育性和综合性，及同社会实际和学

生生活的联系，重视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考查

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但这些考查都建立

在学生能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若

学生在平时学习中不注重对基础知识的掌

握，盲目复习，就不可能在中考中取得理

想的成绩。结合自己多年的九年级教学经

验，笔者认为只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就能使中考复习更加“高效”。

一、处理好基础与能力的关系

有的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基础知识

的识记上，但考试时遇见试题识记的知识

点却不知道怎么用。究其原因，我认为是

因为他们孤立了知识点，在平时的学习中

不注重基础知识之间的联系、不注重基础

知识与能力的有机结合，只是简单地认为

历史学科主要记住知识点就可以了。事实

上，中考历史学科不仅明确要求考查学生

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考查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以及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不是一两天的

事情，需要长期的训练，若我们在平时的

学习中不注重这些能力的培养，到中考了

才临时抱佛脚，又怎会如意？此外，历史

学科有大量的识记性知识点，我们学好这

一学科，大量基础知识的识记是必不可少

的，但有些学生为了单纯达到这一结果，

强制自己去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记忆，即便

是自己很不情愿也这样做，往往记到最

后，不但没有很好的效果，反而让自己对

这一学科产生了恐惧感。对此，我认为学

生应该提前做好学习计划，每天都拿出一

定的时间，记忆一定量的历史知识要点。

只有这样，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才能最

终达到“质”的飞越。

二、处理好学习与巩固的关系

经常听到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抱怨：

“怎么又忘记了”“背了半天还是忘了，

还不如不背”等，尤其到了接近中考复习

的时候，知识点越来越多，但是背的越

多，遗忘的就越多，甚至在丢掉课本后头

脑中出现一片空白。对此，我认为一定的

遗忘是很正常的，我们应告诉学生：很多

知识你并没有遗忘，而是储存在你记忆的

仓库里，当需要用这部分知识的时候，你

就能从潜意识中找到。需要对学生强调的

一点是，并不是你投入的时间越多，就一

定会学得越好，这需要一定的方法，只有

勤记忆、勤复习、勤梳理，才能达到“高

效”记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三、处理好单个与整体间的关系

有的学生能够熟练地记忆课本知识，

课堂内对老师讲授的知识点也能够接受，

单元知识考查的时候也能够考出很不错的

成绩，但是一旦大考时分数却不理想。这

种情况常出现在平时很用功的学生中。我

认为这些学生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记忆

的方法有问题，只知道死记硬背知识点，

没有掌握基本的知识体系，所识记的只是

课本零散的知识点，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体系，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我们应该注意

帮助他们对课本内容进行新的梳理和整

合；二是缺少一定的题量练习，虽然这些

学生在平时也做习题，但只是做了一部分

对自己来说没有挑战性的习题，遇见难度

有所提升的材料题，要么自己胆怯不知道

如何下手，要么就直接一笔带过，懒得去

做或者直接找答案一抄就过，导致记忆中

储存的知识没有得到应用；三是审题能力

欠缺，缺少对材料题抓题干的敏锐度，而

导致时间不够或是知识应用不够或是语言

的不规范甚至是走题。上述情况会随着训

练的频率增加、训练的力度加大逐步得到

解决，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

四、处理好练习与提高之间的关系

有不少学生把数学学习的方法照搬

到历史学习上来，认为只要多做题目，就

能把历史学好。固然，做题是必要的，但

是全面、系统、牢固、准确掌握历史基

础知识，任何时候都是历史复习的第一要

务。提高历史成绩的途径有四条。一是提

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把握能力，即当你

拿到一道试题，你能不能准确地找出它的

题眼，能不能准确地把握题目所要考查的

知识点。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帮

助学生养成反复阅读材料的习惯，不要拿

到一个题目还没有认真读题就盲目作答，

结果只能是做出的答案质量不高，甚至跑

题。二是要养成整理答题思路的习惯，想

清楚了，考虑全面了，再去回答。三是注

重答题的逻辑性，文科试题作答一定要表

达精练、准确、完整。在平时的作业过程

中就要养成好习惯，注意自己作答的条理

性，作答内容尽量做到言简意赅，不拖泥

带水。四是在做题过程中自觉地把教材中

学过的知识与题目内容交相呼应，让自己

的答案有理有据。含糊其辞是学生常犯的

错误，只盲目作答，没有使用课本上已有

的理论进行验证，即便是得出了准确的答

案，但是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有

时候也很难得到高分。

希望同学们能够对照以上的观点找找

自己在平时学习和复习中存在的问题，并

加以改正，相信你一定会在未来的中考中

取得“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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