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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阶段特征

历史学科二轮复习以专题史复习
的形式进行。专题史复习除了要纵向
梳理各专题的知识，还要关注知识的横
向联系，解释具体专题中各阶段史事的
原因和作用，具体专题中每一阶段的史
事都是与该阶段的特征密切相关的。
例如，“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专
题中，秦汉时期官员考核采用上计制，
这与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政
治领域的特征之一）具有内在的联系，
即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需要对官员进
行严格管理，而上计制度的施行有利于
加强中央集权。因此，掌握阶段特征是
考生在寒假期间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
工作。

历史阶段特征反映的是历史各阶
段社会发展的本质，包括总体特征和该
阶段经济、政治（包括军事、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
的特点。

如果考生在一轮复习时没有概括
阶段特征，可以采用归纳的方法，将某
一阶段的史事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
社会生活等领域进行归类，概括出本质
特点，进而由各领域的特点概括出总体
特征。例如，将秦朝确立皇帝制度、设
立三公九卿、推广郡县制、设立基层组

织（乡、里、亭）、采取巩固统一的措施
（统一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筑
驰道、直道，颁行法律、编制户籍、迁徙
六国豪强、整顿社会风俗），西汉时期汉
武帝颁布“推恩令”、设立中朝、采用察
举制选官、分设刺史、任用酷吏治理地
方，以及东汉时期光武帝增强尚书台的
作用、严格控制外戚干政、整顿吏治等
进行归类，概括出政治领域加强中央集
权的特点。同理，考生可归纳概括出整
个秦汉时期经济领域小农经济发展，政
治领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中央集权
制度加强、对外交往发展，思想文化领
域实现思想统一、科技文化成就显著，
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等特点。将这些特
点进行归纳概括，可以得出秦汉时期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的
总体特征。

如果考生在一轮复习时已在老师
的引领下进行过概括阶段特征的工作，
便可采用演绎的方法，先回顾某一历史
发展的阶段特征，然后依据阶段特征中
各领域的特点，串联起该领域的相关史
实。这种做法与前文所述概括秦汉时
期阶段特征的过程正好相反，是用史事
说明结论，同样有助于考生对历史发展
阶段特征的掌握。

熟知板块主题

在二轮专题复习中，考生需要概括
具体专题知识的纵向发展趋势，并对历
史发展趋势进行解释。例如，中国古代
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
加强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中国古代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不断发展密切相关，而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是中国古代
史板块的主题，即板块大概念。因此，
熟知板块主题是考生在寒假期间需要
完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板块主题是在单元主题之上的总体
概括。如果考生在一轮复习时没有关注
板块主题，可以采取将板块中各单元主
题进行概括的方法进行总结提升。例
如，中国古代史板块中各单元的主题分
别是“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三国两晋南北朝
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的发展”“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

元朝的统一”“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
临的挑战”，将四个单元的主题进行总体
概括，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该主线即为中
国古代史板块的主题。

如果考生已经清楚了板块主题，可
以以该板块主题为统领，探寻板块主题
在历史发展各阶段的体现。例如，中国
古代史板块的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封建
国家的发展”，在先秦时期体现为“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准备”，在秦汉时期
体现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
巩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体现为

“蕴含走向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繁荣的
趋势”，在隋唐时期体现为“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的繁荣”，在辽宋夏金元时期
体现为“由民族政权并立到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发展”，在明清时期体现为“统
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达到顶点”。

关 注 整 体 认 识关 注 整 体 认 识

本学期，高三历史学科已基本完成一轮复习。寒假期间，选考历史的考生需要在历史学科知识和

解题能力两方面进行整理，为下学期的二轮复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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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学科知识 提升解题能力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历史教研员、正高级教师 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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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学科能力

在二轮复习过程中，考生要面临两
次模拟考试。模拟考试试题仿照学业
水平等级考，重视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考
查。历史学科能力包括基本能力和高
阶能力，基本能力包括获取有效信息、
概括、比较、说明、解释（包括分析原因、
目的、作用），高阶能力包括建构、考证、

论述（包括解读、评析、论证）等，高阶能
力是基本能力的综合运用。

北京历史学科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卷
非选择题突出体现了对考生历史学科各
项能力的考查。下表列出了2020—2024
年历史学科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卷非选
择题所考查的学科能力。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实行新高考
方案以来，基本能力是历史学科非选择
题能力考查的重点。其中，获取有效信
息能力在历年各题中均有考查，说明能
力蕴含在论证题中考查。高阶能力试
题中，重视考查考证、解读、评析、论证
能力，建构能力的考查力度增加。

寒假期间考生应整理一轮复习以
来历次练习中所做过的非选择题，并与
五年来的学业水平等级考试题对照，清
晰自己进行了哪些历史学科能力试题

的作答，还有哪些能力的试题会在模拟
考试中出现。

考生要明白，能力是与方法紧密相
连的，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具备相应
的能力。因此，考生需要按照学科能力
将平时练习所做过的试题进行分类，将
参考答案与学业水平等级考同类试题
的答案进行比较分析，整理出各类学科
能力试题的解题方法，做到在清晰历史
学科能力的基础上，掌握各种学科能力
试题的解题方法。

总结答题经验

为了进一步掌握解题方法，以便在
二轮复习的考试中（特别是两次模拟考
试中）取得好成绩，考生在寒假期间还
应重视总结答题经验。

在总结答题经验时，考生要将一轮
复习时所做过试卷中失分较多的试题
进行归类分析。对于选择题，应分析自
己为什么会选择错误，是哪些因素影响
了自己作出正确选择，错误选项与正确
选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进而总结出作
答选择题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非选
择题，应该按照历史学科能力进行分
类，对照参考答案分析自己失分的原
因，尤其应关注各项学科能力的本质要

求（例如，概括能力要求抽象本质，解释
能力要求进行多角度分析并解释事物
之间的联系），以及答题结构（例如，评
析能力试题要求概括评价对象的特点、
分析历史原因和历史作用、得出总体认
识），总结出自己作答非选择题时应该
注意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考生对于总结失分原
因是十分关注的，但另一方面，还应总
结自己得分的经验，归纳在作答选择题
和非选择题时注意了哪些问题，使得自
己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总结得分经验
可以使自己清楚解题优势，以便在后续
考试中坚持好的做法。

20202020年年

20212021年年

20222022年年

20232023年年

20242024年年

概括

18（1）

20（1）

18（1）

18（1）

19（2）

16（1）

18（1）

比较

16（1）

20（1）

19（1）

解释

20（2）

16（1）（2）

17（1）

16

19（2）

16（1）（2）

19（1）

20（1）（2）

16（2）

19（1）

建构

16（2）

17

18（2）

考证

16（1）

（2）

20（2）

20（1）

17

解读

18（2）

17（2）

19（2）

评析

19

18（2）

18（2）

18

17

论证

17

19

17

20（2）

19（2）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