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科答疑辑要（第 3 期） 

 

一、第三次在线研讨基本情况 

     本次在线研讨预告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以来，共吸引 1911 人次浏览。

有 431 人参与研讨，共发表 1150 条回复。 

本次研讨聚焦：全国卷历史高考备考研讨。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 

（1）你认为全国卷历史学科的命题特征是什么？它与广东卷有何不同？  

（2）如何用好《考试说明》和《课程标准》？  

（3）如何进行历史概念教学？  

（4）如何精编、精练习题？  

（5）如何加强学术理念的渗透，树立科学的历史学习意识？  

（6）如何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  

11 月 20 日晚，华南师范大学黄牧航教授、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李渊浩老师主

持在线研讨，越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吴美娟老师也在研讨过程中热情回

答了老师们的提问。 

 

二、互动答疑汇总 

1.全国卷命题特点及其与广东卷的差异 

杨扬老师：转摘：全国文科综合卷中历史部分试题较之原广东卷有如下三大

特点： 1．全国卷考试要求更加灵活，知识的应用、迁移性更强，试题引用的新

材料更加广泛，注重实际分析能力的考查和学科知识的实际运用，通过创设新材

料、新情景、新问题来考查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主干知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归纳、分析、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要求更高，试题整体难度比原广东卷明显增大。 

2．全国卷将选修内容纳入考试范围，试题结构、试题类型、内容比例、呈现方

式明显不同于原广东卷，每年选择题 12 题、每小题 4 分，均为单选题，这一点

与原广东卷相同，但非选择题考查三个大题，且题目类型和要求明显不同，变化

很大，全国卷的第 40 题与原广东卷的 38、39 题两大主观题难度相近，但第 41

题和选修模块的选做题对广东学生复习备考则是全新的要求，41 题（12 分，为

小论文式题目，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选修内容作为选答题，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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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坤锋老师：全国卷的出现了“远离教材”的特点，并且考查的方式以通史方

式考查，似乎故意在弥补现行教材模块教学的缺陷，恰恰是避免了现行教材的优

点，而专门弥补缺点。 

梁妍老师：近三年全国高考历史试题命题特点：知识来源：挖掘隐性，以重

点知识和主干知识为主。 高考试题坚持以教材为本，从史实出发，考查学生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材料在书外，答案在书中，不片面求新求异。  

肖坤锋老师：应该是稳中有变吧，变的是第 40 题和 41 题，这两道题成了对

我们教学改革检测的试验田。每年有新题出现。而且常常超出意外。 

吴美娟老师：高考本来就带有对教学的反拨功能，因此我们在用足用好教材

的同时要善于挖掘教材背后的隐性知识，甚至于教材的一些不足。 

 

石洪老师：全国卷真是“难”+“繁”，令教师难以把握，像是北方的雾霾天。

回看广东卷，真有空气清新的感觉，像南方的天空，清新、透亮……唉，难道是

只有怀念。 

肖坤锋老师：不是说要避免繁难旧吗？ 

吴美娟老师：也不能说是“繁”，应该是学术味更浓了，学科能力要求更高了 

 

黄励华老师：广东参加全国卷考试，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学难度与深度在加

大，扩展呢？  

吴美娟老师：全国卷对知识内涵的理解要求高了，因此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也

就拓展了。 

王美钗老师：全国卷对知识内涵理解要求高了，就更加考验教师的专业素养

了，而且还很考验学生的学习能力。 

 

陈玉菊老师：今天再次听到某年全国卷的历史科平均分是 38 分，这就是难

度大！其实不管是全国卷还是之前的广东卷，最主要是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差，材料读不懂，速度慢，造成分数偏低！一句话：语文要学好！  

肖坤锋老师：学生得分不高确实跟阅读有关，但是不是语文老师不重视阅读，

而是不太重视快速阅读。造成阅读的速度慢。  

 

黄光艺老师：对于选做题也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题型，在备考过程中也是比

较头痛的问题：因为历史全国卷的选做题，它突破教材的限制和束缚，考查的历

史现象都来自材料，考查内容较少直接涉及教材内容，这要求教师在复习这种类

型的题目时指导学生的做题技巧，同时还要加强同类型题的练习。  

肖坤锋老师：确实是个无底洞，建议重点讲改革和人评，比那样海底捞针强。 

杨虹老师：作为山区的学生，历史学习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差，导致不够时间

完成考试，尤其现在多了选做题后更是如此。虽然现在我们是针对两个模块进行

专题训练，但是仍有学生在考试时四道选做题都去看的。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我

觉得选作题的目的是旨在扩大学生的历史视野，但是为了应付高考，我们没有更

多的时间来开展选修模块的讲授，反而会选择其中一个，那不是违背了初衷吗？ 

 

刘婉嫦老师：我觉得采用全国卷后，有几个问题：1、历史安排在最后，学

生反映不够时间做历史。2、选修题到底是专攻改革和人物还是那题容易做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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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3、学生基础薄弱的学校如何在保证学生知识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提高能力？  

贾怀武老师：文综肯定不可以按 1,2,3,4 的先后顺序做题，应根据优势科目

优先，先易后难来做。个人觉得既然是选修，可以给自学能力强的学生选修的资

格，让他们根据兴趣爱好选择学习，可能做题效果更好；而大部分学生应根据老

师或教研组的统一安排来学习，统一应对，效果会好。改革内容规律性强，人物

内容生动性强，都挺易学，考的话改革相对容易拿分吧。 

 

冷宗雄老师：全国卷与广东卷相比首先是难度增加了，其次是全国卷的通史

概念更强，对学生宏观把握知识构架的要求更高！  

吴美娟老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自主建构知识架构，理清历史史实之间的

关系，这是高三复习备考应思考的问题 

 

2. 如何用好《考试说明》和《课程标准》 

梁妍老师：在高考历史实际教学中,如何用好《课程标准》是学生的弱项,也

是老师容易忽略的问题,还有,《课程标准》理论性比较如,有时学生也不容易掌握,

比如鸦片战争一课中,课标是列举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史实,学生对史实是什么

也不能很好理解,如何细化课标,让学生更好把握,也是历史老师一大任务  

李渊浩老师：梁老师的这个观察角度很好。能够捕捉到学生的认知难点，相

信在教学中会有相应的设计，学生通过这一课获知“什么是史实”就是收获。 

吴美娟老师：嗯，认真研读课标应该是教师的工作常态，心中要有课标。 

 

梁妍老师：《考试说明》的依据是《课程标准》，而现行教材又是依据《课程

标准》编写的，因此《考试说明》中的许多规定必须结合教材学习才能准确地理

解并把握它们。 作为指导高考命题和高考后期复习的纲领性文件，《考试说明》

是不可能规定的十分详尽的，寻找前后有内在联系的内容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不仅可以加深对其中的某些条文的理解，而且有时还可以发现一些没有明确规定

而又很有价值的东西。  

 

 

3. 如何进行概念教学 

陈冬慧老师：非常有必要在课堂中实行历史概念教学，很多学生对历史概念

模糊，不了解，考试的时候甚至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篡改历史专有名词，如“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会写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学生认为只是调换一下顺序，

但意思还是一样的，还有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不了解，学生知道议会，却

不知这是代议制的形式，往往把历史现象与历史概念分离开来。  

谢春兰老师：历史概念是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本质属性的反映。

它具有概括性和层次性的特点。所谓概括性，即指它反映的内容是概括的、抽象

的；所谓层次性，是指它不仅包括时间、空间、人物、特征等要素，而且它的内

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各种历史概念上下左右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网络。  

林银萍老师：加强历史概念教学，必须明确历史概念的分类，掌握它们形成

的方法。历史概念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历史理论概念，它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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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和阶级 斗

争、共性和个性、原因和结果、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偶然性和必然性、继

承和发展、立场和观点、人 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一类是历史知

识概念，它包括教科书里的所有内容。 

陈玉菊老师：历史概念的教学要讲清讲透，特别是关于重大历史概念和重要

历史的一些基本的内涵和外延要讲明白讲透彻，可以通过设计材料情境引导学生

思考问题：文字的、图片的等史料，同时要补充一些书本没有讲到的内容，拓展

学生的视野，提升能力。  

李渊浩老师：赞同陈老师、翁老师关于材料情境的两个认识：一是材料类型

要丰富；二是材料与教学内容的关系。需要和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恰恰反映了教

师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建构。有些课堂上的材料，或者与教材的正文或材料同

质，或者只是为了印证教材的观点，实难发挥材料教学的价值。 

吴美娟老师：嗯，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的现场

思考历史问题，是提高复习质量的重要抓手。 

 

宋献斌老师：历史的全国卷，要求学生对中外历史有贯通的理解，因此在上

课过程中，注意中外对比。并且注意历史细节教学，概念教学非常重要，理解概

念都对于通透理解书本知识点有重要作用。  

李渊浩老师：概念教学，要注意学生概念形成的过程。譬如邓小平理论，如

果只是按照书本将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而不是抓住每一个时间节点去

思考邓小平及中央的认识突破和决策，恐怕就难以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内涵、

战略布局及决策的智慧，也无法充分发挥知识教育的育人价值。 

谢振海老师：邓小平理论这一知识点要讲好，委实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

挖掘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实用理性，来给学生展示出邓小平的大智慧。 

 

4. 如何精编、精练习题 

李渊浩老师：老师们从很多角度去分析了全国卷的特点、与广东卷的差异。

建议老师们做一个实验，让部分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做全国卷的选择题。根据学生

的答题情况，并和学生就答题思维过程做一个直接交流，真正了解全国卷试题的

难度以及学生的适应度。号准学生认知过程中的困难之处。  

肖坤锋老师：现在的备考好像对学生的备考，几乎是没有的，而大部分是备

考教师自己。 

吴美娟老师：是的，高三复习备考一定要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设计一

定要关注学生的“学”，如何学？学法指导也很重要。 

 

蒋波老师：“题海战术”不失为高考高分的一把金钥匙。没有大量真题和高

质量的模拟题训练，学生就不知道命题者的意图和所考察知识点，只有反复做题

再紧扣考纲知识点，做题命中率就高。试举一例：（苏州 08 届一调）冯骥才在《关

于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写道“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这里所说的“教训”主要是指（ ）A．要注重民主与法制建设 B．要遵循客观经

济规律 C．要依据生产力水平及时调整生产关系 D．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答

案选 A 这里命题者无非就是考察“新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一知识点。  

李渊浩老师：这道试题其实并不太符合全国卷的特点。大量证明，学生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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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题并不一定能了解命题者的意图。反倒是不妨带着学生研究高考题的参考答案，

它更能反映命题者的思路和内容建构。每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试题分析可以关

注。 

谢振海老师：“题海战术”可能真的是有点过时了吧。教师可以带着学生去

研究题目的答案。但是，做题依然不可少啊。 

 

黄光艺老师：实际上即使是广东高考卷也是每年都在变，作为一线老师都不

会轻易去押题，当然会参照全国卷题型加强练习。  

贾怀武老师：精炼、精编习题方面，因每一位教师水平不同，教研组应群策

群力对各类试题初步选择，不可单打独斗。又因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同，科任

应在科组统一选题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所教班级学生的实际有所针对的选择试

题。 

周秋鸽老师：全国高考历史试题与广东试卷相似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当前国内

外的一些重大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以新问题、新情境的方式把时政热点与历史

考点巧妙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架起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所以明年的高考备

考适度关注时政热点是很有必要的。  

探寻规律 有的放失 高效备考。参照全国卷所提供的“材料与问题”情境，

进行教学设计与实施，落实材料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以及运用模块主题学习的基

本框架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  

训练建议 借鉴训练经验：（1）精选精练，拒绝题海战术；经典试题，反复

训练；核心内容，多角度、多形式训练；具体题型，专项训练。（2）分科训练，

注意难度的调控。据某省考试院发布的 2012—2014 连续三年的试题难度值分别

是 0.46、0.40、0.40，相对广东卷而言，总体较难。 （3）综合训练，强化大

格局观。帮助学生熟悉学科试题在文科综合试卷上的相对位置，养成良好的答题

习惯，包括思维方法、答题顺序、答题速度、答题时间等。 

  

5.如何关注社会现实 

宋献斌老师：考题的情境是新的，但设问时的答案取向是回归教材。因此对

任何时政热点的分析最终都必须回归教材、落实教材。要防止时政热点和教材两

张皮的现象，要找准时政热点与教材内容的结合点。  

谢振海老师：万变不离其宗嘛。社会热点、时政热点不会脱离学生平时学过

的教材的知识，如果脱离了课本，那么考试也就变得做作了。关键是要求学生有

更强的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材料的能力。 

吴美娟老师：是的，无论是考题的情境设计如何变化，归根到底还是学科的

核心知识和基本素养的考查。 

 

蒋波老师：把握“热点”和“冷点”问题的冷热程度，做到复习备考的平衡

性和灵活性。在冷热关系的把握原则上，我们力争全面掌握课程标准、《考试说

明》规定的知识点，不再盲目强化所谓“热点”而淡化所谓的“冷点”，造成复

习的盲点。只有真正地为复习备考抓住热点、提防冷点、消除盲点，才能做到有

备无患，以不变应万变。  

李渊浩老师：老师们倒是不妨换个思维，考虑复习内容与能力训练的融合。

在某个知识内容的复习过程中强化某一类能力的训练；在能力训练中突破知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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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复习。譬如有位老师在备课罗斯福新政时，发现高考题在这个内容方面喜欢

集中从心态史学的角度命题，进而发现这课的教材编写中也不乏心态史学的研究

方法。那能不能借助罗斯福新政这一个教学内容，带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心态史

学？ 

 

张敏娴老师：要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可以引导学生

关注新闻，联系课本所学知识；老师也应该关注时事，多探讨时事热点。  

张敏立老师：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关心现实远胜于关心历史。实行“谈古论

今”，不仅能丰富教材内容，使之“活化”、“升华”，而且把历史与现实联系

起来，把了解过去与认识现实乃至预见未来联系起来，使历史教学更贴近时代，

更显现历史课程的实用性和应用性。 

赖刚老师：完全同意！最不喜欢为了高考而教学！为什么不把学习的过程变

得轻松些呢？学的内容可以适当处理下，不要老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已经够沉重

的了！难道我们还忍心给学生更重的担子？想想学生为什么喜欢“戏说......”，

“......讲历史”，学生喜欢上了历史，好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6.分享 

田文新老师：要应对全国卷的历史试题，一方面要有扎实的历史学科的基础

知识，还需要厚实的文科素养，在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推理能力、文字表达

能力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死记硬背只是第一步，要靠它得高分的已经不可能了。 

黄光艺老师：一轮复习中紧扣课本，梳理课本主干知识，强化历史概念的教

学，渗透多元史观教学，老师讲清楚史实与史识。加强针对性训练，注重答题技

巧与方法。  

杨虹老师：全国卷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我们学校都是摸着石头过

河，为了这次高考，学校也派出很好多老师出去学习。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高一

的老师，我也时刻关注着高考备考，去高三听课，获益还是比较大的。  

黄衬满老师：我的做法是对比多版本内容深入理解课标的前提下精练知识点，

在基础知识扎实的前提下多时行练习，平时可通过周练和单元练习搜寻全国优秀

命题加强对学生的训练。课堂上通过解读材料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历史素养以提

高答题能力。多结合史学界新观点对教材进行解读，开拓学生的视野，扩阔学生

的历史常识。引导学生多阅读观点新颖的历史书报杂志，多角度，全方位加深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对现实人生社会的思考。 

何龙老师：课堂上通过解读材料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历史素养以提高答题能

力。多结合史学界新观点对教材进行解读，开拓学生的视野，扩阔学生的历史常

识。  

李渊浩老师：上海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前次来广州给老师们讲座的时候强调，

历史学习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历史感。他强调材料阅读与写作。 

小结：非常感谢老师们的积极参与！因为篇幅有限，不可能将每一位老师

的发言辑录于此。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学科主页： 

http://html.study.teacheredu.cn/el/proj_877/swap/40002/4614743.h

tm?ms=144828569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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