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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

认真梳理月考试卷 细化后续备考思路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特级教师 田子刚

高三年级本学期第一次月考已经落下帷幕，认真分析首次月考，从中发现问题、找出复习中存在的

难点和不足、查漏补缺，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将有助于提高下次“大考”——期中考试的成绩。

考后总结这样做

一、全面分析试卷

分析试卷考查的内容涉及到哪些

章节，涉及到哪些知识点，包括考查了

哪些重点知识，哪些内容是自己掌握

比较扎实的，哪些内容是掌握相对薄

弱的，哪些内容是前一阶段没有复习

到位的；基础知识是否已经过关，历史

思维能力存在哪些问题；考试都涉及

到了哪些题型，什么题型是已经掌握

比较娴熟的，什么题型是需要再进一

步提高完善的，什么题型是这次失分

较多的，为下一步的学习和复习安排

做好准备。

1. 对轻松做对的题目，要注意对

相关知识的延伸拓展。

比如考试涉及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

中国有关男女地位的相关内容，从董

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

到理学家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再比如考试涉及到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可以进一步回忆复习奴

隶 社 会 的 土 地 国 有 制 ——西周的井

田制；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北

魏到隋唐的均田制；太平天国的《天

朝田亩制度》；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

中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土地革命

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

时期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

息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为 了“ 打 败 蒋 介

石、解放全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建

国初期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完成民主

革命任务、巩固政权、为工业化开辟

道路，在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

全面建设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改

革开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的取消农业税；农村承包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可以

进一步回忆复习世界史中欧洲中世

纪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世界近代史

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法国大革

命期间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小

农经济以及拿破仑法典对农民小块

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确认；俄国 1861 年

改革农民解放时“赎买”的小块份地；

美国内战时期林肯政府的《宅地法》；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余粮收

集制；新经济政策下的固定粮食税；

斯大林建立集体农庄的政策；赫鲁晓

夫的垦荒运动和种植玉米运动等。

2. 对犹豫不决或蒙对的题目，需

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复习或解题方法

研究。

3. 对做错的题目，要认真分析，进

行错误归因，并理清思路，认真改正。

是审题错误，还是基础知识掌握不

牢固；是书写字迹潦草、逻辑混乱、层次

不清，还是没有掌握类型题的答法，亦

或不熟悉不同类型题答案的组织结

构。建议考生把对错误题目的分析整

理到错题本上，后续备考时要经常翻

阅，以便避免在之后的考试中犯同样的

错误。

二、及时和老师交流

可以利用课下时间，请老师帮忙分

析一下试卷，尤其是问答题，要清楚何

处得分、何处失分。类型题答题思路方

面的问题要及时向老师请教，有些疑难

问题经老师解释分析后，会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收获胜过自己参悟数倍，甚至

迎刃而解，思路豁然开朗，因此要养成

经常和老师交流的好习惯。

后续复习讲方法

一、列计划，细化复习目标

考生要算好离期中考试还有多少

天，总共要复习多少内容，每天要复习

多少内容，要投入多少时间。订好计

划，越细越好，严格执行计划，要保证高

质量完成。

二、抓基础，复习以课本为主

复习以课本为主，越细越好，尽量做

到知识无遗漏。课本上的大字小字、课

下注释，表格、图表，地图、示意图，课本

目录、单元导言、每课导言，学习聚焦、思

考点、史料阅读、历史纵横、问题探究、学

习拓展各个栏目，都要复习到位。比如

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

四单元导言中，涉及到的不同阶段和时

期民族关系的特征；秦汉时期，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建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

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宋辽夏金时期，民

族政权并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元明清

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多元

一体民族格局渐趋稳定等。

复习，不是简单地把课本阅读一遍

或更多遍，而是要对课本知识进行梳理，

形成知识网络、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绘

制思维导图；划分历史阶段，总结阶段特

征；总结背景，概括史实，分析实质，解释

评价；纵横联系，归纳比较，提升认识。

要对课本知识进行思维加工，可以采用

对课本内容加旁注、旁批的形式，形成自

己的思路。

三、掌握不同类型题的答法，明确答
题思路

历史考试问答题会以材料的形式出

现，会创设新的情境，除了一些传统题型

外，新的题型会不断出现。实际上万变

不离其宗。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离不

开时代背景、都会有和事件、人物相关的

史实存在，都要对它们进行历史的评价，

再加上答题规范化的要求，所以答题的

基本要素往往包括背景（原因、时期、目

的）、概况（实质、特点）、影响（意义、局限

性、评价）、小结等，结合题目具体要求进

行变通即可。

材料题必然涉及对材料的提取概

括，除了结合所学之外，材料中包含大量

和答案有关的有效信息，所以答题时材

料要用足，甚至可以说提取概括越多、用

材料越多，分越高。

提取概括的方法有破题法、首句末

句法、材料出处法、标点符号法、核心词

法、句子缩写法、上位概念法、课本语句

引用法、颠倒语序法、多角度概括法、关

联词法等。

例题：科举与文官选拔
材料一 科举始于隋唐时期，是通

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子自幼习诵

儒学经典，皆以科考为目标。到了清代，

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19

世纪中后期，工矿企业大量出现，铁路、

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逐步发展。20 世

纪初，清政府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度

支部、法部、邮传部等新机构。1905 年，

清政府颁布谕令，规定自次年起停止科

举取士制度。1915 年，民国政府公布了

《文官高等考试令》等法令。

材料二 19 世纪，英国政府除了国

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等传统事务外，

还要管理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新事

务。当时国王、贵族仍主导着文官的任

用，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曾任驻华

领事馆翻译的密迪乐提出，英国应该采

用中国科举制公开竞争的原则，面向全

体国民，实行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

1850-1870 年间，许多杂志介绍中国科

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方法。1855 年，英国

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确立考试竞争

和择优录用原则。1870 年，英国完成了

文官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直接任命官

职到公开竞争、考试录用的重大转变。

19 世纪以来，英国借鉴科举考试制

度进行文官选拔制度的改革；20 世纪

初，中国废除科举取士，推行新式教育体

制。试评析这一现象。

参考答案:19世纪的中国，民族危机

不断加深，清末新政的开展，需要更多的

新式人才。然而，科举考试的内容脱离实

际，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背景）。1905年，

科举制度废除（概况）。有利于新式教育

的发展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教育

近代化（评价）。

19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职能不断扩大，

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然而，当时英国的官

僚体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英国国内出现

借鉴中国科举制，以考试方式选官的呼

声（背景）。英国开始进行文官改革（概

况）。文官改革提高了官员素质，有利于

完善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评价）。

19 世纪以来，中英两国面临着不

同的社会问题，英国借鉴科举考试制

度进行文官选拔制度的改革，中国则

废除科举取士，推行新式教育体制。

这些措施顺应了双方不同的现实需

求，有利于社会发展，是中西文化交流

互鉴的例证（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