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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综合试卷以能力测试为
主导，考查考生政史地三科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的掌握整合程度以及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文综试题内容多，阅
读量大，书写量也很大，加快做题
速度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考生
做题应本着“一慢一快”的原则，即
慢审题、快答题，该出手时就出手，
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又快又好地完
成答题任务。

一般来说，高考试卷发下来，
填涂好“姓名”、“准考证号”等项目
后，离正式答题尚有一两分钟的时

间。考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走马
观花”，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战，
迅速了解一下全卷有几大题，各题
的分值比例如何，特别是答题纸的
规划布置和空间分布，从而确定答
题的“战略框架”。

答题时应遵循“自前至后、先
易后难”的原则。高考试题编制上
一般都有先易后难的特点，这样
比较符合心理学原理。容易题做
得越多，拿到的分数就越高，底气
越足，自信心也会大大增强。遭遇
难题时，千万不能纠缠不休。高考
出题者严格依照考试大纲，出题

者就是把教材翻来翻去，绞尽脑
汁把里面的简单问题通过变形、
找新材料设置新情境、设置陷阱
使其复杂化；而你的任务就是进
行一个回归：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简单到用最基本的知识、方法解
决它。

审题是应试技巧的灵魂，是应
试中最根本的环节。审题正确，条
分缕析，所向披靡；审题失误，南辕
北辙，满盘皆输。要看清题目要求。
要找准“题眼”。有些题目，似曾相
识，貌似简单，一些考生匆匆瞥上
一眼，欣欣然大笔一挥便已了事。

而实际上，题目中虽然只更换了一
两个词，但已变换了问题的角度，
为你设下了一个“美丽的陷阱”，而
你一不留神就上当了。

高考主观题阅卷是一项十分
艰巨的任务。天气热、时间紧、工
作量大、难度高。连电脑也会因答
题卡填涂不当而出现故障，何况
是人呢！阅卷老师在这种高强度、
枯燥、单调的批改过程中，难免会
产生一种疲劳、厌烦的心态。现在
高考的主观题一般都是“采点给
分”，且给分的限度还有一定的弹
性。

现在的历史高考题，其中最重
要的应该是单项选择题，在历史总
分里占到50%左右的比重。在很大
的程度上，这部分题目将决定这份
试卷最终的分数。如果一个同学在
前面的单项选择题里拿到了比较
理想的分数，这个试卷的最终得分
就会保持在一个相应的水平线上，
就算后面的材料解析题和论述题
发挥失常也不会低太多，不会出现
大幅度滑坡的情况。

解答历史科选择题。首先是审
题的问题，选择题的题干一般都不
是很长，题干中每一个对做出正确

选择有帮助的条件都要抓住，尤其
是时间、地点、人物各个方面的条
件限制，一些关键词，主要原因，根
本原因，直接原因，导火线等。另
外，发生四个选项看着很近似的现
象时，实际上是考查大家对基本知
识和基本概念、概念内涵和外延的
掌握程度。

解答材料解析题。题目中所
给的材料一般都是在平时学习
当中很难接触到的，但是没有见
过的材料背后必然有或者至少
有一个你学过的知识点在那儿
支撑。材料题应该把握住这样几

个环节，一个是对于材料进行阅
读理解，阅读应该分成两个层次：
泛读，就是把材料的大致意思看
懂，泛读要具备语文课里的概括中
心思想的能力;另外就是精读，注
意材料里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信
息，比如每一段材料的出处，这个
材料是从哪本书里摘出来的，这个
信息要注意，往往给我们起一个提
示的作用。第二，是信息的迁移，把
材料和教材，跟平时的学习当中掌
握的历史的知识结合起来，材料的
背景究竟跟哪个事件有关系。第
三，根据题目的设问来做答，回答

时要一问一答;以材料中有效信息
为主，结合所学知识，联系教材，正
确切入，文字要简练完整，回答相
关问题时要看相关材料，看分数回
答要点。

在高考阅卷时，主观题部分的
给分仍是主要按照传统的“踩点给
分”，并不是说你答得越多越好，只
有确实答到了的分点上，这道题才
能得分。但是，当你遇到了你不能
准确把握但还知道一些相关内容
的题目时，可以采取把自己知道的
与之相关的知识点都列上去的办
法，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距离2013年高考还有一周多
的时间，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来
说，就像马拉松比赛最后的百米冲
刺，把握最后的冲刺机会，才能取
得属于自己的成功。为此考生要回
归课本和基础、保持稳定的心理状
态，提高答题技能，发挥自己正常
的水平。

考生应静下心来细细浏览课
本，通读教材，侧重于知识的系统
化和网络化，重温基础知识。针对
政治课本必修部分，考生在看书时
应该做到四看：看课本目录、看序
言、看课本黑体蓝体字、看综合探

究，着重把握重要主干知识。看课
本黑体蓝体字、综合探究以加强对
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是基础；看目
录、看序言以加强对知识内在联系
的掌握是关键。

高中三年考生尤其是高三阶
段，同学们都整理过错题本或大量
试卷，此时应该浏览错题，对过去
做错过的题目重新回头审视，分析
错因，纠正错误，巩固正解，提高免
疫力，以杜绝“屡做屡错”现象。适
当的练习既能帮助考生巩固所复
习的知识点，又能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解题能力，更是考前的适应性练

习。在题目选择上可以是2007—
2012年的山东文综试题，也可以做
老师提供的模拟试题。

每个选择题只有一个立意，即
一个中心思想。最好用一句话的形
式提取出立意。当然，对于简单的
试题来讲，读完也就应该做完。找
关键词，如“范围关键词”：经济意
义、文化意义等。高考考试题中有
一部分是难度大的题目，甚至有些
题肢的设置一时难以理解，在这种
情况下，最好用排查法，先把明显
错误的选项去掉，然后进一步缩小
范围。

解答非选择题要注意克服以
下常见的毛病：不审题，不构思，
怕时间不够，想一句写一句，该回
答的没回答好，不用回答的却写
了很多；不理会题目的具体要求，
不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紧
扣题意进行回答，只是一味地按
照复习资料或老师给的相似题的
答案答，结果由于答题的针对性
不强，得分率不高；字体潦草，涂
改过多，论述不分要点，卷面不清
晰；贪多求稳，认为回答得越多越
好，来个撒网式战术，掩盖了重
点，浪费了时间。

最后的一周是高中生活中普
通的一周，又是关键的一周。高考
地理复习应该突出主干，形成体
系。高考命题和审题都是根据《考
试说明》，立足基础、突出主干知
识的考查，所以最后一周我们可
以依据《考试说明》，逐一排查，紧
扣必修的47个考点及选修的对应
考点进行复习。

熟悉基础地图，参透其中规
律。如必修一的日照图、板块图、地
壳物质循环图、热力环流图、三圈
环流图、季风图、水循环图、洋流
图、自然带图；必修二的人口、城

市、农业、工业、交通、商贸等的分
布图。这些地图是揭示原理和规律
的基础地图，真正领悟理解了这些
地图，才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人文地理部分：抓住“人口、
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一核心，重在
理清脉络，构建知识体系；记住区
位因素分析的基本规律，构建区
位分析模式，因时因地从自然条
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分析；掌握案
例分析思路，结合热点(时政热点
地区)学以致用、发散思维，形成
新的知识网络；从教材中学会语
言表达的逻辑性和准确性，地理

术语使用要到位。
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可以总

结为这样一条备考线索：围绕核心
问题，用问题做纽带，定区域位置，
分析区域特点，比较区域差异，分
析区域发展条件，评价条件或发展
是否合理，制定发展策略。简言之：
定位置、抓特点、找联系、用原理。
同时，坚持做题，训练题感。题目不
要加难度，利用好以下三类题目：

一是最后的模拟考试题，用心
体验，从时间上、心态上、书写上总
结经验教训，提高应试能力；二是
错题本，从以前的失利中站起来；

三是近两年的山东考题和全国新
课标卷，这些高考题大家可以不动
笔，看题想思路，看答案解析，找规
律，从考题中体会山东卷向全国卷
过渡的特点。对于复习和考试中遇
到的问题，及时补救梳理，重建知
识网络，带动相关知识的复习。

文综题量大，书写量也大，考
试时不要挑三拣四，尽量按顺序答
题，这样答题卡上就不会写错位置
了；还有你不可能刚刚看题就知道
这道题你不会做，所以不要轻易放
弃答题，一定要把你想到的要点先
写上，写上就有得分的可能。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莱芜一中高三文科综合教研组长 曹正文

回头浏览错题，提高免疫力
莱芜一中高三政治学科教研组长 张连芹

复习紧扣必修、选修考点
莱芜一中高三地理学科教研组长 鹿业红

结合所学知识，抓准得分点
莱芜一中高三文科综合教研组长 曹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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