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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历史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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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认为，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这种观点在初中历史的学习中

尤为盛行，所以学生普遍存在学习效率不高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五个方

面探讨初中历史的学习方法，为初中学生指点迷津：精准把握基础知识、

建构知识网络、学会归纳整理、及时复习巩固、提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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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所涉及的是粗线条的知识，每课的内容也不多，学
起来应该很容易。可是，部分学生总是学不好，成绩不理想。笔
者认为，这主要是态度和方法问题。下面，本文就如何学好历史
从五个方面谈几点看法。 

一、精准把握基础知识 
历史学习要大出着眼、小出着手，把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有

机地结合起来。拿中国古代史来说，对于每一个朝代的学习，首
先要从宏观上把握一个朝代的历史阶段特征，把握相关章节的课
题，然后具体到这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
科学文化等方面，并一一进行突破。依据以往的经验，概括了以
下几点： 

1、精读课文。要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阅读，思考词与
词间、句与句间、段与段间的前后关系，弄清每一个知识点，做
到完整地回忆课本。 

2、把握内涵。在弄清知识点的基础上还须向细处分析，进
一步把握每一个知识点的全部内涵。 

二、建构知识网络 
历史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善于把相关的历史知识从

纵向、横向角度进行归纳和整理，从而使我们所学的历史知识不
是零乱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网络是知识内在的点、线、面交织
而成的有机整体。在复习中，必须抓住教材中各知识点的联系，
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知识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
形成科学的知识网络。从三个大方面谈谈这一问题： 

1、从整体上看，即要从宏观上认识历史，掌握历史发展的
总体关系。所谓总体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历史发展的
基本线索。古今中外的历史干头万绪，错综复杂，但一般来说,
大都贯穿着一条或几条主线：如:1840—1949 年的中国近代史，
有三条主线:中国人民的屈辱史，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中国人民
的探索史。1949 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有两条主线：新中国的崛
起史(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史
(指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上述各条主线
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环绕上述基
本线索组织史实，使学生头脑中混杂的知识有序化、系列化。二
是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把握了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
共性，也就把握了它的总纲。纲举目张，这个总纲下的子目问题，,
也就易于把握。 

2、从局部看，即课本每一节内容。读书的方法，是学习历
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不少学生的读书是死记硬背，即读一句，记
一句，记一句，读一句。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还是不得要领，一
时强记下来的知识，很快就忘记了。究其原因，就在没有掌握课
本的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应如何掌握每一节的知识
结构与知识体系呢? 

最基本的一环是如何阅读正文。它要求学生结合目录揭示的
基本特点，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对每一个子目下的一段或几段
文字，进行具体的分析。务必做到:紧扣子目，划分层次；编写
提纲，提炼要点；推敲词语，圈点批划;；分析史实，得出结论。
并在此基础上，认识每一节课文在整个章节和单元中的地位和作
用。 

3、从古今中外的联系看。即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仅要

考虑内部诸要素的联系，还要考虑它同外部诸系统的联系。学会
横观历史，就要了解历史现象的横向关系。所谓横向关系，可从
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的关系。中国历史是世
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古代中国也不是孤立于世界单
线发展的。二是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历史事件的关系。世界上任
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跟周围甚
至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即使是古代美洲的
历史也不例外。 

三、学会归纳整理。 
历史知识浩瀚庞杂,要把其浓缩、概括、提炼成要点明确的

知识点、知识链才能有效地掌握教材。 
l、抽取要点即正确选用课本中的关键字、词或章、节、目

标题，或者用自己的语言精炼准确地表达出来，形成知识要点。 
2、时间作序即以时间为序来组织知识。如概述 1949 年以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衰过程，就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
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勾勒出题纲：（1）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
（2）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3）甲午战争后
初步发展；（4）辛亥革命后迅速发展；（5）20 世纪 30—40 年代
陷入困境。 

3、逻辑划块即按照有关知识的逻辑关系进行分块概括。如
中国古代各时期文化发展的原因，可以分析概括为以下方面：①
政治清明、社会安定；②经济发展、社会繁荣；③民族融合和各
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⑤前代文
化的发展所奠定的基础等。 

四、及时复习巩固 
不管哪个学科，要想学懂弄通，取得好的成绩，都必须及时

复习巩固，历史的学习也不例外。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养成
及时复习的习惯，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按质按量完成学习任务。
有的学生懒散拖沓，所学的知识不及时掌握，作业也不按时完成，
学习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和责任心，这样怎么能把学习搞好呢？ 

五、在训练中不断提高解题能力。 
要想学好历史，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还必须掌握解题的方

法，在练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现在，历史考试主要有以下
四种题型：选择题、判断题、材料分析题和问答题。首先，我们
要了解各种题型的解答方法和要求。 

1、选择题。历史考卷中的选择题一般都是单项选择题，只
要求选出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①直选法。依
据题目，联系所学知识，即可直接选出正确答案。②排除法。在
做题时，如果一时难以确定正确答案，我们可以运用所学知识，
对该题的选项逐一排除。③分析比较法。我们还可以对所有选项
进行分析比较，最终通过思考确定选哪一个。 

2、判断题。我们先要找出该题中的所有知识点，然后对每
一个知识点进行判断，只要有一个错误，该题就应打“×”。做
题时，一定要仔细些。 

3、材料分析题。首先，要大胆去做，不要有畏难情绪。其
次，要注意方法。我们可以按这个步骤去做：①认真阅读材料，
读懂材料；②看提出的问题，带着问题再快速浏览材料。③联系
所学知识和材料做答。答案要简明扼要，不要展开讲。 

4、问答题。问答题的审题很重要，一定要看清题意，弄明
白要求回答什么。回答时要把相应的问题讲清楚，答完整。答案
要层次清楚，最好分要点作答。掌握了基本的方法，通过不断的
练习，解题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学无定法，对任何方法都必须学会灵活运用，这样才能真正
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任何学习方法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