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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高三历史微专题复习模式的建构与实践

———以第二轮复习 “经济全球化” 为例

江子磐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福建永定　 ３６４１００）

【摘　 要】 微专题复习是对传统大通史专题复习弊端的一种矫正和补充。 微专题的教学主题或瞄

准学生第一轮复习的 “病灶”， 或聚焦某些主干知识和重点问题， 或结合时政热点， 展开 “多视角、
大视野、 深探究” 的教学活动， 真正提高高三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 “经济全球化” 微专题

复习为例， 教师通过知识梳理、 点拨归纳， 弥补知识结构的缺失； 中外关联、 深度挖掘， 探究问题的

本质； 价值引领、 观照现实， 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 这三个阶段的教学组织和课堂实施， 体现了历史

学科的价值追求，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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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复习是高三复习备考的关键阶段， 对

巩固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水平、 增强应对高考

的能力，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认真研究

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策略， 是每一位高三历史教

师必须面临的课题。
大通史专题复习是第二轮复习的主要模式，

侧重于主干知识的重新整合， 进而构建较为完整

的知识网络体系。 但大通史专题复习也存在较明

显的缺陷： 一是大而空， 过于注重体系的完整性

和知识的覆盖面， 而缺少对细节的深入思考， 因

而难以实现学生对重点知识、 重点概念的深度学

习； 二是专题的选择往往没有基于第一轮复习遗

留下的问题， 故针对性较差； 三是与第一轮复习

有较大的重复， 导致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学习效

率低下。 如此， 大通史专题复习给学生的感觉是

“什么都复习了， 却感觉什么都没有复习到”。

在 “微时代”， 笔者尝试用微专题解决大通

史专题复习模式的困惑。 笔者从近年来全国卷高

考命题的新趋势出发， 对第二轮专题复习策略做

了适度的调整： 在精选若干传统专题的基础上，
从 “小切口、 多视角、 大视野、 深探究” 角度，
恰到好处地穿插一些微专题， 从而实现知识梳理、
体系建构、 揭示规律并生成历史智慧的目的， 真

正解决高三历史复习备考中的 “小问题” “真问

题” “实问题”。
一、 微专题复习的内涵特征

所谓微专题复习， 是指在第一轮复习完成知

识梳理和体系构建的基础上， 从学生的认知层次

和高考命题的趋势出发， 聚焦某些主干知识或重

点问题， 围绕 “重点、 疑点、 热点” 设置若干个

小专题； 展开 “多视角、 大视野、 深探究” 的教

学活动， 深化学生对知识内涵和外延的理解，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