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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史实的掌握好比历史学科这座大厦的基石，要 想 在 新 高 考 中 取 得 优 异 的 成 绩，要 想 落 实 新 课 改 所 提 出 的 核 心
素养目标。提高历史知识识记的效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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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历史知识点太多，老记不住怎么办？”“老师，我总
是把知识点记混怎么办？”自从上高三以后，几乎每天都能听
到学生诉苦自己在学习中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

基础史实的掌握好比历史学科这座大厦的基石，没有夯
实的基础，如何能在新 高 考 中 取 得 优 异 的 成 绩，又 如 何 能 落
实新课改所提倡的各项核心素养目标。因此，在完成紧张忙
碌的教学工作之后，我不由停下脚步思索如何才能更好的帮
助学生提高对历史知识的识记效率，从而提升学生整体的历
史能力。

记忆 的 方 法 五 花 八 门，每 个 人 的 思 维 习 惯 也 不 尽 相 同，
学生的思维差异往往决定了记忆方法的差别，每个学生都应
该努力探究适合 自 己 的 记 忆 方 法。当 然，万 变 不 离 其 宗，看
似纷繁的记忆 方 法 有 它 们 共 同 的 本 源：在 理 解 的 基 础 上 记
忆。只要理解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必然关联，透过现象抓住历
史事物的本质，就能在这个地基上构建起自己的历史知识储
备大厦。

我们的学生现在所用的课本是人民版的教科书，它分为
必修一政治史、必修二经济史、必修三思想文化史三个部分。
按模块划分，学生解析 历 史 事 件 的 能 力 会 有 所 加 强，但 相 应
的时空观、线索感 就 会 显 得 比 较 薄 弱。因 此，为 了 弥 补 这 个
缺陷，在高三一轮复习时，我们会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结合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来进行复习，力争最大限度的发
挥通史和模块学习的优势。这样一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变
得有迹可循，同时更加易于理解了。

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时
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政治的产物”的原则，社会的
发展、历史的进步、事物性质的改变都由经济的变化引起，然
后经济带动上层建筑 变 化，继 而 与 政 治 一 同 影 响 思 想 文 化。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很 容 易 抓 住 历 史 发 展 的 根 本，弄 清 楚
历史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理解历史，掌握历史。

举个例子来说：必修二《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中提
到：明清时期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并缓慢发展。结合我 们 前 面 所 说 的 历 史 事 件 之 间 的 必 然 联
系，经济基础的变化 自 然 会 导 致 上 层 建 筑 相 应 地 发 生 变 化，
为了遏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清王朝加强了对中央集
权的控制，从而 使 专 制 主 义 中 央 集 权 在 这 一 时 期 达 到 了 顶
峰。同时，由于经济 上 新 的 生 产 关 系 萌 芽，要 求 有 所 突 破 发
展，而政治上专制主义 又 达 到 了 顶 峰，在 这 种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 下，带 有 批 判 意 义 的，能 体 现 时 代 发 展
需 求 的，主 张 限 制 君 权，发 展 工 商 业 的 新 儒 学 思 想 随 之 出
现了。

由此 可 见，只 要 弄 清 楚 历 史 事 件 之 间 的 相 互 联 系，理 解
历史，吃透历史知识，想 要 清 楚 地 掌 握 浩 如 烟 海 的 历 史 知 识
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下面再介绍一些常见的记忆方法，以便
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的提高识记的效率。
一、口诀记忆法

历史上的朝代、地图、人物等知识，很多学生常常会混淆
不清，感觉记忆起来很吃力。网络上有许多现成的将这些历
史知识编成的口诀，不 但 读 起 来 琅 琅 上 口，记 起 来 也 能 印 象
深刻。例如：“战国七雄 形 势 图”中 七 国 名 称 和 方 位 编 为“东
齐西秦北燕南楚，赵魏韩在中间”，以及大家较为熟悉的记忆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朝代歌”。

二、点线记忆法
历史 时 间、人 物 思 想、主 要 事 迹 等 问 题 经 常 记 混 也 是 学

生在识记历史史实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困惑。要想解决
这些问题，可以尝试采用以点串线的方法进行记忆。所谓点
线记忆法即以点串线，首 先 确 定 某 一 特 定 的 历 史 事 物，再 以
其为中心展开延伸，将 众 多 的 相 关 历 史 知 识 进 行 串 线 记 忆。
例如：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定点，与之相关的知识如：新航
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掠夺、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
命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等。在此基础上，可将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形成的历程进行整 合，形 成 一 个 大 专 题；再 将 中 外 历 史 整
合，将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 形 成 中 国 产 生 了 怎 样 的 影 响，形 成
一个更大的专题。
三、比较记忆法

所谓比较是指将相似或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
找出异同。学生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可以加深对历史
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形成历史的比较思维。如同样是奴
隶社会的改革，为什么商鞅变法成功了？而梭伦改革却失败
了？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为什么在中国遭到了重农
抑商政策的极力遏制，在英国却得到了重商主义政策的大力
支持？通过这样的比较，在深刻揭示历史现象的同时又有利
于历史比较思维能力的形成。可以说，比较记忆法是一种培
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有力武器。
四、重复记忆法

“温故而知新”，这 是 孔 子 提 出 的 学 习 之 道，不 谋 而 合 的
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 浩 斯 也 提 出 了 关 于 记 忆 的“艾 宾 浩 斯”
曲线。认为人们最初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渐缓慢。利用这
个规律，由集中的次数 多 的 复 习 到 间 隔 时 间 长，减 少 次 数 的
复习从而达到掌握终身知识的目的。在历史教学中，也可以
采取此方法来达到记忆和运用历史知识的目的。首先，在新
课教学中展示课标要求，指导学生抓重点，攻难点，反复强调
历史基础知识，加 深 其 在 学 生 脑 海 中 的 印 象。其 次，课 后 要
求学生能用自己的语 言，简 要 叙 述 课 堂 所 学 的 内 容，对 所 学
知识进行一次再现，强化记忆。再次，每个专题结束后，组织
学生进行复习，并运用绘制思维导图的方法对本专题内容进
行归纳梳理，以便巩固所学知识。

一座大厦是否坚固，由它的根基决定。培养学生历史学
习能力也应该从构建扎实的基础知识开始，而要想掌握扎实
的历史基础知识，自 然 需 要 较 高 的 历 史 识 记 效 率。“授 之 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将 识 记 历 史 知 识 的 方 法 教 给 学 生，相 信
对他们的成长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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