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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难度不大，平和，学生容易发挥，具有很强导向性。 在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三大知识板块上

，分值分布相对均匀，分别为26%、40%、34%。 知识覆盖面

较均匀，中国古代史涉及战国、秦、西汉、东汉、隋、唐、

北宋、元、明、清朝代的重点知识，中国近现代史涉及戊戌

变法、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反右派斗争

扩大化、三大改造、改革开放、党的建设、“一国两制”等

内容。世界近现代史涉及东欧改革、美国的崛起、英国衰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式等内容。 主要考查了课本的主干知

识和重点知识，文化气息浓，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关注现实

，捕捉热点问题，如和谐社会、大国崛起、中俄关系等。 备

考建议 复习时，应该立足于考纲，将五本书连串一起，抓纲

理线，将考点知识要点化、线索化。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

冲刺阶段，考生要做的除了综合试题外，就要以考点为依托

回归教材了。这种回归不是机械的死记硬背，应该重视以下

几点： ①重视主干知识。主干知识是指对历史进程能够产生

广泛影响的重要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等，掌握了历史主干

知识就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脉搏； ②重视历史事件的背景、经

过、性质，结果和影响，从内涵和外延等方面把握历史事件

的本质。 注重热点问题突破。文科综合的命题，往往以社会

重大时政和社会热点问题为素材命题，要提高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做到：每一个重大热点问题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每个重大热点问题与教材中的哪些知识相关联

。 查漏补缺。经过单元复习专题复习和综合训练后，历史复

习还存在哪些问题？考生除了将自己以往历次考试的试卷进

行搜索、整理外，还可重做失误题目，分析失误的原因，从

而达到检测复习效果，提高解题能力。 ①对照《考试说明》

上所列举的考点，检验自己是否掌握了；②对照今年的热点

问题，检验这些热点问题与所学的哪些历史问题相联系；③

对照主干知识和重、难点，看自己是否掌握了主干知识和突

破了重、难点；④对照五本历史书，哪一本或哪一段是你自

己的薄弱之处需要加以强化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