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周口市六一路小学的学生正在诵读《三字经》。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诗词素养，周口市六一
路小学教育集团总校一、二年级全体师生盛装共赴一场“春夏之约”，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诗词里的季节”。 这一场“春
夏之约”必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奇妙的诗词种子，陪同六一路小学的师生共同成长。 通讯员 杨明伦 摄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孙建伟

本报讯 “不出社区就能打乒乓球、
练字、下象棋，日子越过越幸福。 ”5 月
18 日，提起“五星”支部创建成效，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事处丰和家园

居民张先生和邻居齐声称赞。
据了解，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

展以来，该办事处打造党群服务中心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建共享阵地，构建
“一站式”服务平台，积极组建志愿者队
伍，主动做好夜晚治安巡逻 、楼院清扫
保洁、车辆规范摆放、飞线治理、“牛皮
癣”清除等工作。 同时，文化服务中心积
极引导社区建立棋牌室、阅览室 、书画
室、活动室等文化阵地，定期组织开展
戏曲表演、全民阅读、手工制作、爱心义
诊等活动，解锁“幸福密码”，打造文明、
和谐、美丽的幸福社区，切实提升居民
幸福指数。

“下一步 ，我们办事处将围绕 ‘五
星’支部创建，健全党建引领、多方参与
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努力打造出一个
个暖心、悦心、舒心的和谐家园。 ”该办
事处党委书记张旭说。 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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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高考

□记者 黄佳 文/图

2023 年高考的历史复习已经进
入冲刺阶段，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如
何复习才能取得更佳的效果？ 近日，
记者采访了周口一高高级教师许杉。
许老师结合近几年高考经验，给同学
们提出以下建议。

构建通史体系 夯实基础知识

许老师说 ， 高考历史复习应全
面、系统、牢固、准确地掌握历史基础
知识，以专题复习为抓手 ，建构知识
网络体系，以积累知识为载体 ，带动

学科能力的提高。在完善学生学科知
识框架的基础上 ， 应重视对阶段特
征、知识迁移及专题线索等方面内容
进行深化。 无论高考怎么考，基础知
识才是源头活水，高考历史复习仍要
重视夯实基础。 通过分析 2022 年全
国乙卷试题发现 ，其命制体现的 “内
容不超范围，深度不超要求”，即每道
题都能在课标中找到明确对应的知

识点 ， 在教材中都能找到其基础依
托。 如选择题中，考察中国古代史涉
及商周青铜业 、隋唐书法 、宋代中央
集权 、明清商品经济等知识点 ；考察
中国近现代史涉及戊戌变法、五四运
动、 抗日战争与改革开放知识点；考
察世界史涉及雅典民主、 人文主义、
工业革命与十月革命等知识点；非选
择试题，其中，41 题考察新中国初期
政权的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
初期探索，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与民
主改革等知识点 ；42 题考察中国古
代中央集权制度 、儒家思想 、农本经
济等知识点；45 题考察商鞅变法。 这
种试题命制的形式意味着高考历史

复习仍要回归教材、重视基础知识。

强化真题训练 熟悉高考题型

许老师说，要以历年真题为风向
标，明确考查结构，做到心中有数。借
鉴全国卷，了解同一考点的不同考查
方式 ，体会各地的命题风格 ，在对比
中加深对全国卷的理解与认识，形成
自己的知识与答题体系。

比如，2022 年部分省份试卷的部
分图表信息题， 可以通过专项训练、
类型总结的方式对图表类试题进行

突破， 像全国甲卷文科综合第 31 题
图表信息题 《1978 年和 1987 年全国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经济成分所

占比重图》和第 33 题《17~18 世纪英
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部分亚洲货物

价值占比表》； 全国乙卷文科综合第
24 题 《商周时期关于青铜器铸造的
地图 》和第 31 题 《1978 年与 1986 年
北京郊区男户主职业占比变化情况

柱状图》。

深入研究新教材 知晓新增知识点

许老师介绍，河南高考采用老教
材，但是随着新高考在全国的稳步推
进，高考命题中会体现出新教材的一
些知识点，复习时应高度重视新教材
的新增知识点。 比如 2021 年全国乙
卷 41 题考察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共
同点、《历史》与《史记》的历史背景的
差异，这道题就取材于新教材选择性
必修三《文化交流与传播》第 4 课《欧
洲文化的形成》 课后的学习拓展，因
此，更要注重对新教材中新材料的解
读，近 3 年的高考题很明显体现了新
旧教材的衔接，也更加揭示了研究新
教材的重要性。

注重开放性试题的强化训练

许老师提醒 ， 随着新高考的推

进 ， 非选择题的设问多让考生根据
材料阐释自己对材料的看法 ， 开放
性强。 针对这一命题趋势，复习时应
加强题目识读能力 ， 加强图表类试
题的训练 ；提炼答题模板 ，加强历史
答题能力的训练 ； 全面解读和加工
信息 ，对材料信息进行概括和归类 ；
注意设问的具体要求 ，如历史阐释 、
说明 、理解 （背景 、内涵 、意义 、评
价 ）。 如 2022 年全国甲卷文科综合
第 42 题的设问 ， 要求根据学者对
1914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发展
“面向 ”的定义和阐释 ，结合所学知
识 ， 提出世界近现代某一历史时期
的国家发展面向 ， 并进行简要阐释
（要求 ：提出不少于两个面向 ，且不
得与材料中的三个面向重复 ， 史论
结合 ，史实准确 ）。 本题的思路可以
细分如下 ：一 、隐含信息 ：强化国家
的职能 ，完善社会治理 ；二 、时间信
息 ：1914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 ； 三 、
中心概念 ：国家发展 “面向 ”的定义
和阐释 ；四 、有效信息 ：国家面向的
三个维度 ，分别是科学国家 、战争国
家、社会国家 ；五 、整理信息 ：除了上
述三种维度外 ， 另外找出两种以上
的维度，并加以阐释。 ②18

高考历史如何备考 名师来划重点
———访周口一高高级教师许杉

搬口办事处

提供多元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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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里的季节———春夏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