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中《历史》全套教材共5册，其中必
修教材分《中外历史纲要》上下2册，选择性必
修教材分《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
生活》和《文化交流与传播》3册。其中，《中外
历史纲要 上》增加了“中华文明的起源”部分
以及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
的介绍，突出了“多元一体”的理念与“民族交
融”的认知。《中外历史纲要 下》则主要新增了
世界古代史、亚非拉地区发展史等内容，扩展
了高中历史的广度。3 册选择性必修则从政
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以专题总结的形式进行
编写，每个专题基本都涉及古今中外，增加了
高中历史的深度。

章节内容方面，每单元前言部分概述了本
单元的主要内容，明确了课程标准的要求。每
节课除正文外，增加了“学习聚集”“学思之窗”

“思考点”“史料阅读”“探究与拓展”等栏目，明
确了重点，丰富了史料，另外新版历史教材在
行文中插入大量的地图、示意图与历史图片，
对培养学习时间观念等学科素养有极大的帮
助。

2021年高考方案照顾了旧教材的内容，但
历史辽宁卷已经没有了选做题（三道题中任选
其一）。今年高考以新版教材为依托，考查内
容上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世界古代史方面，
亚非拉区域史方面，都有出题的可能，而这一
部分在历年高考题中少有参照，这要引起高三
学生关注。在复习过程中，首先，要根据新课
标要求挖掘教材，注意新教材所体现的新的理
念。如：多元一体、民族交融、历史发展的横向
联系与纵向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其次，
要关注单元前方部分以及教材正文外的辅助
内容，包括示意图。第三，要注意通史和专题
史教材内容的融合。学生可以自己尝试将专
题史相关内容与通史部分进行对比、补充，然
后形成自己的复习线索。

整套历史新教材既兼顾了通史的整体性，
也兼顾了专题史的线索性，新历史教材内容量
大、时空跨度大，给学生学习历史带来不小的
挑战。

通史与专题史知识
整合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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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高三首次使用按新课标
编写的新版统编历史教材。与旧教
材相比，新教材在编写上有重大变
化，它采取了通史加专题史相结合的
编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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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就要求学生不仅要读懂文本内容，还要
学会分析试题题干的问题或者任务。进入高三有意识
地训练这种审题能力，尤其在面对复杂问题指令和情
境时，能够明晰问题的指向和层次，不仅为下一步的语
文学习开拓深度，也为其他学科的复习奠定基础。此
外，在目前的复习阶段，学生除了要注意积累必备知识，
丰富自己的学科知识储备库；更要学会把握运用知识
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要明确是如何运用知识点得出
结论的过程，最终将这个过程可以根据其他情境（试题）
的需要进行“复制”。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键能力。

新版语文统编教材在理念、编写方式、内容上都有
相当大的变化。第一是哲理层面的变化，语文是生活
和其外延，语文教材内容中传递出我们对生活的根本
性认识。第二是认知层面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认
知也在发展。认知即语文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变化，带
来了新版教材选材范围的变化和组合形式的变化，其
中包括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红楼梦》。最后就是编
写内容的变化，每一单元前都会有双线（人文主题与学
科素养）并进的单元任务导语；每一课都会有学习提示；
每一单元后都会有单元学习任务，配有思考问题，提示
文本材料与单元任务之间的关系，并从阅读延伸到写
作任务的安排。

新版语文统编教材突出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强化
语文实践活动。以深度阅读、读写结合为指南，促进语
文教与学方式的转变。自然，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尤其是以教材来进行的“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
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
源的大概念、大单元、大任务的整合教学”，让学生的“阅
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更具深度、广度、
厚度。

新版语文统编教材中在语文学科认知方面有一定
的变化，高三学生在复习时要关注教材这方面的内容，
尤其要关注学习提示中有所涉及的知识点，通过积累
这些必备知识来夯实语文基础。其次，新版语文统编
教材必修上下册中，最直观的内容变化就是有两个整
本书阅读单元，即《乡土中国》《红楼梦》阅读单元，复习
时要根据新课标要求力图达到整本书阅读的学习目
标，还可以通过北京市、浙江省等其他省市近年来整本
书阅读的高考试题，来训练自己熟悉题型，明确考点，锻
炼表达，补充阅读中的盲点等能力。

今年是我省新高考改革元年，使用的是新课标旧版教材，明年将是我省首次采用新教材高考。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要求，只要是新高考，无论使用什么教材，都是以新课标规定的必备知识为基准。但具体到各个学科，还是
有一些内容上的调整，对学生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为此，本报邀请专家为高三学生解读新教材，助力2022年高考，为开学后进
行课后服务提供了方向。

新旧教材交替，学生感觉难度有所增加，
因为课程理念和考核目标的改变，以前的学习
方法不适用，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学习有
法，无法定法，贵在得法，在新课标中更加强调
了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自身发展的能
力、创新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思辨能力，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身。

高三学生在复习过程中要学会阅读。深
入理解教材逻辑有助于我们建立学科思维体
系，从而提高学科核心素养。在阅读顺序上，
要由浅入深，反复读四遍：第一遍通读全文，做
到心中有数；第二遍分析了解结构，分清层次；
第三遍，理解把握重点要点，理解难点；第四
遍，综合前后贯通全书，建立内在联系，完善知
识体系。提高阅读能力对各个学科的学习都
是有益的。

专注课堂。学习的关键环节就是课堂。
课堂上应该记笔记，以整体性、纲要性笔记为
主，以疑难问题的关键性笔记为重点，切忌照
猫画虎抄教材。

及时复习。归纳整理课堂笔记，以此巩固
知识，解决疑难，把学习引向深入。

新课标明确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的。引导
学生经历自主思考、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培
育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
等学科核心素养，价值引领作为高中思政课学
科的鲜明特色，高三学生要根据新课标理念、
目标和评价方式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学习方
法，来适应新的评价体系。

辽沈晚报记者 冯美琳

建立学科思维
把学习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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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首先体现在课程设置和课
程内容的改变，以必修为例，新增加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修教材，同时
旧教材的《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
两本选修课本变为新教材中的《哲学
与文化》一本。新教材中的《经济与社
会》《政治与法治》相比旧教材，内容大
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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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新高考试题来看，试题命制
已经从“简单型”转变为“驱动型”“复杂
型”；对学生的要求则由基本的“回答问题”
转向“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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