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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试题变化
掌握解题方法

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历史高级教师劳海丹：
今年高考历史试题变化不少，这些热点话题考生应重点关注

劳海丹介绍，今年高考历史的试卷
结构和分值发生变化。选择题的题量从
20道减少至15道，分值从每题2分增加至
每题3分，总分也从40分增加至45分。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题虽然均为单
选，但新增了不固定选项单选题，即第14
和15题。四个选项中有一个最佳选项，
选对得3分。有两个次要选项，选对得1
分，另有一个错误项，得0分。多选也不

得分。这种新题型的出现，对考生知识
掌握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生在答
题时要细心审题，选出最佳选项。

非选择题也有所调整，取消了选考
题。以往非选择题前3题为必考题，后3
题是选考题，考生任选其一作答。“而今
年4道题全为必考题，包括3道为材料问
答题和1道开放性试题。虽然题量不变，
但总分从60分减至55分。”劳海丹说。

当前距离高考还剩20多天，劳海
丹认为，现阶段可以通过梳理课本教
材，进一步夯实基础，牢固掌握历史必
备基础知识。同时，通过做题训练，及
时查漏补缺，掌握必要的解题能力。

劳海丹表示，历史学科必备知识包
括应知应会的知识和结构化的知识，考
生可以分步骤进行梳理。“第一步是从
宏观层面，回忆和梳理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历史分期和发展

趋势；第二步是从中观层面，掌握中国
史、世界史、古代中国与世界、近现代中
国与世界的阶段特征；第三步是拆分完
成微观层面的核心史实、重要概念等。”
劳海丹表示，考生们要在每一步的梳理
中，找出最薄弱的部分进行强化突破。

劳海丹建议，考生在强化训练过程
中要回归高考真题，熟悉高考套路。同
时，重点关注错题，从中分析正确的解
题思路和做题方法。

本报讯 今年我省高考历史科目迎来使用新教材后的第一次高考，试题较以往有许多变化，选
择题题量减少但总分值增加，且新增不固定选项单选题。非选择题部分则取消了选考题，全部为必
考题。这些变化将给考生带来什么影响？本期“高考直通车”栏目邀请到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历史高
级教师劳海丹，为考生详解试题变化，并结合多年教学经验带来备考指南。 记者 林文星

非选择题取消选考题，全部为必考

今年我省高考历史的另一变化，在
于命题依据从旧教材变成了新教材。劳
海丹介绍，高中“统编”历史教材在初中
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按时
序进行编排，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铺展
历史的脉络，体现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和
多维性，强调了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

在课程结构与内容框架上，高中历
史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内容采取了“通
史＋专题 ”体例编纂。其中，必修教材
《中外历史纲要》的体例回归通史模式，上
册为中国通史，下册为世界通史。选择性
必修教科书三册，按“专题＋时序”体例编
纂。根据每一册的主题，采取中外混编的
形式，呈现中外历史在国家制度与社会治
理、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交流与传播各
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使学生能够多角度、

多层次地认识历史。
劳海丹表示，高中历史新教材在拓

宽学生学科视野的同时，有机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同时呈现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文
化多源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学生从历史
的角度认识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势，形成
世界意识和国际视野，引导学生关注国
家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逐步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

“学科核心素养始终统领着教材编
写内容的构成。”劳海丹表示，就高中历
史学科而言，唯物史观是核心理论，时空
观念是核心思维，史料实证是核心方法，
历史解释是核心能力，家国情怀是核心
价值观。

历史新教材更加弘扬时代精神

查漏补缺，提升解题能力

应对高考，考生也要掌握必要的考
试技巧。劳海丹结合选择题和非选择
题的题型特点，为考生带来应考建议和
答题方法。其中，在选择题方面：

1.找出题干中所出现的时间，用来
剔除与时间不符的选项。

2.找出特殊标点符号，便于使用全
面原则。指题干材料以分号、句号或省
略号为标志，包含着并列关系的两层或
三层意思，对应的正确选项也必须全面
包含这些意思。

3.寻找关系词，判断题目强调的重
点。转折关系一般强调的重心在转折
部分；递进关系一般强调的重心在递
进部分；并列关系即并列前后权重相
同等。

4.找出题目的主体。正确选项的主
体必须与题干的主体一致。

5.题目在说什么。用一句话简单概
括题目的核心意思，即将
题干化简为一句简单的陈
叙述性语句（注意五大基
本要素：时间、主体、重心、
关联词等关键词）。

6.表述过于绝对的一
般为错误选项。

在非选择题方面，分
为材料问答题和开放性试
题。劳海丹建议，在做材

料问答题时，要注意划分材料的层次，
划出关键词句，依据题意归纳信息，发
掘隐含的历史背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
系进行表述。

而开放性试题要求写“小作文”，注
重考查学生发现问题、提炼观点或独立
提出新观点的能力，以及历史学习、研
究的具体方法。劳海丹建议，考生在认
真审题，充分提取材料信息的基础上，
可以按照“总-分-总”的模式作答。

“总，即表态，先明观点、定论题；分就是
论证过程，运用历史所学知识摆事实、
讲道理；最后就是总结，表明核心思想，
做到首尾呼应、理论升华。”劳海丹表
示，这样就能够做到结构完整、逻辑清
晰，同时具备一定的史识高度，从而得
到高分。

劳海丹表示，历史教材弘扬时代精
神，这也要求学生们更加关注时事热
点。她介绍，高考历史热点话题主要分
为长效热点，“如三农问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国智慧与方案、科技创新等，
以及当年热点，即突发时事、学术新果、
周年大事等。”

1.社会热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开局之年；
抗击新冠疫情（政策与经济）；放开“三
孩”生育政策；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
会；第五届进博会；RCEP；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球经济复
苏；全球变暖；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

察；俄乌冲突等。
2.周年大事：2021年：金田起义170

年；美国内战160年；巴黎公社150年；
《辛丑条约》签订120年；辛亥革命11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九一八事
变90周年；苏德战争80年、珍珠港事件
80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苏
联解体3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
年；上合组织成立20年。

2022年：《南京条约》签订180年；
十月革命105年；建军95周年；秋收起义
95年；南京大屠杀发生85周年；中美关
系正常化50年；中日建交50年；中德建
交50年；香港回归25年等。

划重点：这些历史热点话题可以着重关注

梳理课本，牢固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复习策略

不同题型的应考建议和答题方法应考技巧

开放性试题可按照
“总-分-总”的模式作答

海南华侨中学高三教师劳海丹海南华侨中学高三教师劳海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