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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而为梦想而

由于大多数艺考生
的数学、外语成绩都不太
好，再加上这两科相对提
分较难，因此，艺考生最
终的“较量”主要体现在
文综上，文综上的一分之
差，则有可能导致这个考
生与梦想“失之交臂”。

临近高考，不少艺术
生都将冲刺重点放在了
文综上，但由于其科目
多、知识量庞大，很多艺
考生感觉无从下手。本
周，就艺术生文综的复
习，我们特别采访了郑大
名师高考艺术学校和流
碧高考补习学校的相关
专家，希望两位专家的意
见能给迷茫中的考生一
点指导。

晚报记者 吴幸歌

艺考生学习文化课时间短，任务又重，在复习中一定要学会
取舍，在高考中文综分值一般的分配比例是 2∶5∶3，也就是说，
难点在高考中占 20%的分值，难度适中的占 50%的分值，剩下这
30%的分值相对较容易。艺考生在复习中如果把这些知识体系
化和网络化，再结合历年高考试题，就能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其
实剩下要掌握的知识还不到这三门学科的 60%，结合方法和技
巧，文综就能轻松搞定。

俗话说政史地不分家，内在有联系。这就要求同学们树立
“生活处处有文综”的意识：平时看新闻等信息时要从命题人及
考生的双重角度筛选信息：此信息与课本哪部分相关，可以从哪
个角度出题，如何回答等。例如，新闻材料是有关新中国成立 60
年、中国发展道路回顾的。示范命题如下：在新中国经济及发展
道路探索上我们由最初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如今的市场经济，二

者各自利弊如何？为何要把“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
来？（经济常识）；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试从哲学角
度分析改革的重要意义（哲学常识）；中国近代许多仁人志士对
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一系列艰难探索，请列举三个并说明其意
义（中国史）；请对比新经济政策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背
景及结果（世界史）；珠江流域对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作
出了突出贡献，试从其地理环境分析其原因（地理）；回答时只需
回挂课本相关知识并加上自己的思想逻辑，顺畅地表达
出即可。

除此之外，文综复习中，要善于利用发散思维。见到
一个知识点要能由点引线再到面，最后想出跨学科立
体思维框架。这样不仅可以不断巩固所学知识而且能
提高思维灵敏度加快答题速度。

文综政史地三科各有其特点，复习时要能抓住各自的特点，会
针对性更强，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政治：关键在于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一、政治虽然文科性质很重但经济常识中那些计算题，如价值

量、汇率等如果出刁了，还是够我们在考场上急出一身冷汗的，务
必重视。二、平时做题时要注意答题套路及术语的总结，如提到
党，我们常从党的性质、宗旨、党风建设、领导执政方式等方面入
手。三、注意对课本知识的精确理解，规避模糊性错误，四、平时
应适当关注时事热点如三农、金融危机、节能环保、统筹城乡、区域
发展、科学发展观、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问题，将其与课本相关知
识结合，知其然，思其所以然。

历史：一纵一横两条线
历史的一纵一横间总蕴含着发人深省的道理。因此，对历史

的纵横把握能力是高考考查的重中之重。抓住纵横两条线索，纵
向把握一地各个历史阶段的史实，横向对比同一阶段各个国家的
不同状况。如纵向：我国古代政体的变迁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反列
强侵略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等。横向：工业革命时期东
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状况及此状况对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这

样将知识穿线连网不仅利于宏观把握知识体系，也能加深对知识
的理解。

地理：发扬啃数学的精神
地理是一门让许多文科生“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课程。最主要

的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中四大运动规律的难懂与难算，这需要我
们发挥学数学的精神平时多练、多思。当然，自然地理中也有不少
需要背的东西(如西南地区滑坡泥石流高发原因)需要我们发挥文
科生特长。趣味性强的人文地理是多数文科生喜爱的，但要得满
分却很困难，原因在于其得分点不好全面把握，我们只能平时练习
时多加总结尽量完善我们的答题点，亦可自己总结小专题，考试时
灵活套用。人文地理的核心当数农业、工业、交通、城市，对其发展
条件评价一定要烂熟于心。以农业为例，分析一地农业发展现状
常从自然(气候、地形、土壤、水源等)、社会经济(农业基础、工业基
础、交通、科技、政策等)两方面答，有时要连上一些时政内容。

此外，在文综地理科复习中，地图是地理知识的重要载体，地
理知识、原理、规律以及考核形式都集地图于一身，掌握了地图就
把握了地理脉络。同时，图形又比文字好记，可以说是地理学科最
好的学习方法。

学会取舍，生活处处有文综 郑大名师高考艺术学校 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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