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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建构体系  突出主题  关注热点 
——以《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高三历史二轮复习为例 

◆钱  珍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江苏苏州  215121） 

摘要：二轮复习在高三历史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对基础知

识复习的深化提高和对单元教学成果的巩固，又有助于知识系统化、逻

辑化。重视二轮复习，对于培养学生学科能力、提高高考成绩非常重要。

在二轮复习中通过构建知识体系、整合主题系统、提升历史认识等方法

和手段提高二轮复习效率。 

关键词：二轮复习；知识体系；联系；历史认识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一课，依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
验稿）》，要求学生关注到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产生既吸收借鉴了
古今中外民主政治的经验，又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是与中
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紧密结合。因此，在高三历史二轮复
习中，建议教师在中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中，建立纵向、
横向、立体的知识体系，突出专题的主题知识，关注专题的时政
热点，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境，设计新问题，环环相扣，层层
推进，深入分析，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知识
网络。 

一、突出主干知识，建构知识体系 
1、构建单元结构。 
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特别强调：让学生懂得各个知识点的轻

重，懂得它们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就历史学科而言，主干知识
是指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最能反映历史发展趋势和本质特
征的内容，它能够起到纲举目张和总揽全局的作用，能够反映人
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在二轮复习中能否在突出主干知识的基
础上，对专题知识进行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梳理，成为决定高考胜
败的关键性因素。 

本课一开始，教师引导学生梳理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时间轴）
和阶段历史特征，构建本单元现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发展阶段。 

新一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到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之一的时空观念，指出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时间和
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才能对历史事件
有准确的理解。复习中让学生自主建构单元的知识框架，梳理中
国现代史的历史阶段，厘清现代中国政治建设的三个发展历程，
从宏观上把握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历史时空观念素养。 

2、完善基础知识 
二轮复习中基础知识可以引导学生自主整理，老师可以选择

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帮助学生完善基础知识。用表格归纳现代中
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初的三大政治制度到新时期发展
完善为四大政治制度，整理每个政治制度产生至今的主要发展历
程和阶段特征。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
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表格式的整理不仅条理清晰，便于学生记忆，
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建立长久的记忆。 

3、重组知识内容 
二轮复习中老师要多给学生一些思考的时间，指导学生在思

考中学习，能正确处理教材的叙述与材料，历史依据与结论之间
的关系，让学生像研究者一样开展学习。 

片段一：1954 年宪法制定的背景有很多，书上只要叙述了
全国人民普选的具体史实，二轮复习中重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产生的背景过程中，可用一道典型例题。 

例题：为了制定 1954 年宪法，毛泽东要求各位中央政治局
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阅看一些主要参考文件： 

国别 宪法 
苏 俄
（联） 

1918 年宪法；1936 年宪法 

中 华 民
国 

1913 年天坛宪法；1923 年曹锟宪法；1946 年中华民
国宪法 

法国 1946 年宪法 
其它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 

材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特点
是 

A．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制度化 
B．具有世界眼光与历史视野 
C．与资本主义宪法区别明显 
D．深受“一边倒”外交的影响 

学生分析后，得出答案 B。 
【设计意图】史料型选择题，补充了新的背景史料，增加了

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题代讲的方式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二轮复习中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教师要不断引导学生形成一些习惯或意识：一是看到教材的
叙述，努力反推各类材料的习惯；二是看到各种材料力争转化成
教材叙述的习惯；三是引导学生认识教材结论得出的依据；四是
重组知识内容，不断补充形成新的知识结构的习惯。 

二、展开有效联系，整合主题系统 
对知识复习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标

准将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零碎的知识变成系统的知识，形
成专题体系。主要方法有： 

1.进行有效的纵向联系，分析概括不同阶段历史的发展特点
和规律。 

片段二：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背景。 
师：古往今来世界有哪些民主的制度？分别有什么可取的？

有哪些内容不适合中国？（学生讨论） 
（学生回答老师归纳） 
（1）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可取，但直接民主的形

式不可取。 
（2）近代西方的代议制：间接民主的形式可取，但民主为

少数人所享有（资产阶级民主）不可取。 
（3）现代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民主集中制可取，

但一党专政不可取。 
师：回顾中国，中国古代至今经历了哪些政治制度的演变？ 
（学生回答老师归纳） 
（1）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原则） 
（2）近代以来，近代资产阶级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民

主共和制，都未能成功。 
（3）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部分根据地开展了民主政权

的建立以及民主选举的尝试。 
师：基于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中国制度建设应该怎么做？ 
生：在传承文明、学习西方、立足国情、有所创新的基础上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设计意图】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从特定的历

史环境和政治传承中衍生出来的，只有从历史和国情视角观察国
家政治发展的历程，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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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单元是必修一民主政治的最后部分内容，将古今中外的民
主和政治制度进行归类总结，获取共识：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发
展的趋势；任何社会制度都有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特点；任何社
会制度都有各自的优劣等等。 

2.进行有效的横向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即要从分析各专题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入手，理清形成

有关特征的背景和影响。同时，将该专题的历史现象与同时期世
界史上的同类现象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其实质，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评价。 

片段三：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中国民主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的异同。 

学生归纳，自主完成表格。 

异同点 新中国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资产阶级代议制 

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公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 
阶级本质 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 服务于资产阶级

专政 
权力主体 人民 资产阶级 
组织和活

动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三权分立的原则 

政党活动 
方式 

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 

两党制或多党制 

相同点 形式：间接民主、选举制途径：建构制度、颁布法
律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比较理解新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即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具有的特点：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
质：人民民主；原则：民主集中制；政党关系：政治协商；民族
关系：民族平等。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西
方代议制同属于间接民主的，两者的差异是与特定的国家、社会、
文化相适应，与各国的国情相适应。 

复习过程中注意帮助学生在知识之间建立起各种联系，多视
角整合史实，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在进行主干知识专题复
习时要把握好专题的跨度与深度，科学地阐释社会形态内部的相
互关系以及事物发展演变的本质、趋势和规律等。 

三、结合时政热点，提升历史认识。 
依据热点问题进行有效联系。热点问题是历史学科不可回避

的命题切入点，是沟通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桥梁”，充分体现了
历史学科“学以致用”“以史为鉴”的功能。在复习中，一方面
要将热点问题与历史学科基础知识联系起来，找准热点与学科知
识的联结点(切入点）。特别关注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现实问题
的历史思考，中外问题的对比思考，社会热点问题的综合思考。 

片段四： 
师：如何理解“法制”与“法治”的不同概念 
学生讨论，老师归纳：“法制”侧重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

度及其实施；“法治”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
更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权利保障的内涵。  

师：图 2 有四个概念，请大家观察曲线图，回答 
 
 
 
 
 
 
 
 
 
师：“宪法”用词高峰时期有哪些？对应的是什么历史事件？ 
生：1954 年（54 宪法），1882 年以后（1982 年修订宪法），

1999 年（1999 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 
师：归纳这些关键词总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呈

现什么特征？ 
生：总的趋势 4 个用词都是越来越多；1966-1978 年用词都

下降。体现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趋势。 
师：从法制到法治的变迁中，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法治这个词语更加严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漫长

而曲折。 
【设计意图】新材料，新情境紧扣本课复习的几个重要事件，

与社会热点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联系起来，引起学生的思考。 
片段五：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 1：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

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
效仿的榜样……   

——（美）约瑟夫•奈 
材料 2：今天的制度不仅是 100 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

也是 60 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宋鲁郑 《中国正
迎来自信时代》 

师：两段材料共同的观点是什么？ 
生：肯定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利于中国的发

展。 
师：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不仅有利于政治稳定，促进经济

发展，也被他国借鉴。 
师：综上所述，谈谈你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认识。 
生：民主道路具有多样性；立足于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民

主道路；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
本国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等等。 

【设计意图】通过典型史料创设历史情境，深化了学习内容。
问题设计紧扣课程标准，注意问题角度，层层递进，让学生在史
实基础上拓展学科思维，培养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让学生站在
历史客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充
满希望，充满民族自信。课堂中呈现的中西方学者的两个观点，
让学生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 

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以《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的二
轮复习为例，有效开发课程内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发展学生
能力与素养。通过提供形式多样的材料，设计角度不同的问题，
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
自主建构体系、整合主题、关注热点，切实提高了高三历史二轮
复习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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