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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教师一节课讲的时间应该在十到

二十五分钟之间，而且是分散的，不是一口气讲十分钟或二十五分钟，

而是所有分散讲的时间加起来十到二十五分钟。也就是说把剩下的二

十到三十五分钟的时间打散了，用各种学生能接受的、乐于接受的方

式分给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培养自

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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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轮复习如何开展？怎样讲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如何练才能让

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这是每一个带过高三的老师都曾思考过的问

题，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下面谈一下本

人的浅见。

我是教高中历史的，下面的例子都是以历史学科为例。就“讲”

来说，我个人认为进行一轮复习的教师，最重要的就是“少讲”。“少

讲”不是不讲，而是要精讲、重点讲，在讲的过程中做到“高效”、



“省时”。为什么不直接说“精讲”呢？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很多人

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先提出“少讲”，在“少讲”的基

础上再去追求“精讲”。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教师一节课讲的时间应

该在十到二十五分钟之间，而且是分散的，不是一口气讲十分钟或二

十五分钟，而是所有分散讲的时间加起来十到二十五分钟。也就是说

把剩下的二十到三十五分钟的时间打散了，用各种学生能接受的、乐

于接受的方式分给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才

能，培养自己的能力。

为什么非要强调“少讲”呢？理由有三：

一、避免“炒现饭”。很多老师第一次带高三的时候有这种经历：

一轮复习中一堂课下来，往往感觉自己跟上新课时的感觉是一样的，

教给学生知识，把上过的课重新上一遍，仅此而已，自己感觉不到上

复习课的成就感，学生也学的没有一点兴趣。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就

在于老师只是在重复以往的知识而没有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延伸，没有

很好地构建知识网络并把每节课的内容放到知识网络中去建立联系，

说到底，还是备课准备不是很充分。如果我们在上复习课之前首先就

给老师强调：你这堂课讲课的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由于有时间限

制，老师在上课之前或备课的时候就会思考：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做什

么呢？我怎样才能用好这二十分钟呢？思考了这些问题之后，该课的

重点、难点问题，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的联系点、体现的重要唯物史

观等问题都会出现在脑海里，也就是只有史论和史法才是在有限的时

间里需要讲的东西，其余的知识如基本史实等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让学



生掌握。这样上课的时候自然就不会跟上新课一样了。

二、避免“灌输式”，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这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提高学生能力的要求、是教育本质

的要求。在复习课中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显得更为重要。在一轮复习

课上，如果一堂课老师讲三十五分钟以上，就算他不是“灌输式”教

育，也有这嫌疑。你给学生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在这十分钟内，

学生能做些什么？学生的主动性怎样发挥？所以，要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关键点就是“还时间给学生”，也就是教师在复习中“少讲”，只给

一些精要的点拨，并辅之以各种其他手段，如看书、总结、思考、讨

论等，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联系、掌握规律，并把结果内化为自己的历

史能力。

三、避免复习效率低下。学生的复习效率低下原因很多，其中有

一点就是老师能力的高下。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是一个善于点拨的老

师，而不是一个会讲起已学知识来滔滔不绝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

最能引起学生注意的是那些既使人感到熟悉，又有些陌生、新颖的教

学内容。在一轮复习中，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他们渴望的

是老师能通过旧知识让他们发现新知识，并产生一定的成就感。如果

点拨的好，也就是说老师提的问题是他们以前没有见过或没有思考过

的，但又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水平之上的，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

可以让他们通过思考得出结论，增强学习历史的成就感并培养在复习

中思考的习惯。这个时候最忌讳的是老师将已经得出的结论直接告诉

学生。“少讲”可以适当避免这个问题。



历史一轮复习中老师应该“少讲”，要先“少讲”然后才有可能

做到精讲。然而，具体到课堂我们又该如何操作呢？

跟所有其他课型一样，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精备课。备好课是上

好课的前提，课堂上的“少讲”，对备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备课务

必求精。要备的内容不仅是重点、难点，还要备考纲、考点、联系点、

热点、熟悉而又容易忽略的知识、隐性知识等。备课过程中还要将授

课方法也安排好，史论、史法、隐性知识以老师讲授、引导为主，重

要史实应交给学生自己去处理，可以采用限时识记法、抢答法、分组

竞赛法、谈话法、讨论法等方法。对那些熟悉而又容易忽略的知识、

课本上的小块知识（楷体字、引文、注释、图片、习题等）可采用习

题的方式让学生自己掌握以节省时间。除此之外还要了解学生的基本

情况（如知识掌握情况，班级整体活跃度等），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对

教学方法做出调整。

其次就是上课了。既然要“少讲”，要将大部分的时间交给学生，

在学生学到知识的同时又不能让学生过度疲劳或轻松，那对老师的课

堂掌控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在交给学生的时间里，处理问题

的方式一定要多样化，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并让他们能自觉地思考。比

如，当我们在复习《魏晋南北朝的经济》这一知识点的时候，在学生

预习的基础上，针对学生思考能力一般，活跃度较高的情况，具体操

作如下：

1、老师引入：概括魏晋时期的整体时代特征，引入魏晋时期的

经济（中间可要求学生与其共同回答整体特征）（2 分钟）



2、限时识记：魏晋时期经济的特点（了解学生在旧知识基础上

的速记能力，1分钟）

3、老师检查识记效果，对掌握较好的给予高度表扬（2分钟）

4、老师启发（浅层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最大的特点是

什么？

5、学生思考，答，（1分钟）

6、老师总结并提出新问题（深层思考）：这一特点与我国今天

南方经济的发达有无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与第四点一起 1 分

钟）

7、学生思考，回答（2 分钟）

8、老师总结，提出新问题（常规）：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发展

情况如何？有何表现？有何影响？（1分钟）

9、学生看书、总结，回答，同时老师检查预习学案（3分钟）

10、老师启发（中层思考）：南方经济开发的原因除课本上的原

因外还有那些？（0.5 分钟）

11、学生思考，回答（1.5 分钟）

12、老师总结，问（点拨）：南方经济从开发，到经济重心开始

转移，到最终转移到南方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3、学生思考、回答（1分钟）

14、教师总结（与前面的提问一起 2 分钟）

15、学生读书（包括小块内容）加深印象（2分钟）

16、教师问（常规）：魏晋时期手工业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有



何成就？有何意义？（分组回答）

17、学生看书、总结，回答，同时教师检查预习学案（3分钟）

18、教师点拨（中层思考）：纺织业、冶炼业、制瓷业、造纸业

跟前面的朝代相比有何进步？如何看待这种进步？（与第 16点一起

1分钟）

19、学生思考、回答（2分钟）

20、教师总结（与 17点一起 3 分钟）

21、学生看书归纳：商业、社会生活变化（2分钟）

22、教师总结（3分钟）

23、学生完成随堂练习题（11分钟）

整堂课四十五分钟，教师占用的时间不到十五分钟，更多的时间

留给学生思考、掌握课本知识，老师讲的很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

老师“偷懒”，因为在整个过程中老师一直起着一个引导者、点拨者

的作用，说的话少，但花费的心思更多，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学生掌

握的知识肯定比“满堂灌”掌握的多，历史能力也得到更多的培养，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讲完了，接着我们来说一说“练”。练与讲是相辅相成的，练的

目的是为了检验、巩固讲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提高。因

此，练习一定要“精”，一定要起到效果，即我们所说的“精练”。一

轮复习中的练可以分为很多种：随堂口头练，随堂考点练，单元测试

练，阶段测试练等等。在同一考点的复习中我们不可能每一种练习都

用到，只可能是在备课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来进行训练。一般



来讲，一考点一练习，一单元一测试，一阶段一总测。在训练方面我

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选择针对性强的训练题。针对性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

容针对性强。针对本考点的重点、难点、联系点、某些老师不需要多

讲但学生又容易忽略的知识同时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力水平来选

择题目，力争做到让每个学生在做题过程中都能有所收获。二是题型

针对性强。什么样的内容容易出选择题，什么样的内容容易出材料题，

我们就按照什么样的内容来选择题型。与此同时，在同样一种题型里

面我们又争取让不同的形式出现，如材料型选择题里面有考原因的，

有考现象分析的，还有考本质问题的，我们在选择题目的时候根据手

头现有资料尽量兼顾。

二、严格控制训练题的量，力争做到“适度”。一轮复习重在巩

固书本知识，不在搞题海战术。为避免学生疲劳，一般情况下，我们

每考点一练，每周一测，测试内容为本周所复习内容。

三、及时训练。心理学上遗忘的规律有一点是先快后慢，往往在

学生遗忘速度较快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及时的考点训练加以巩固，在

巩固的基础上再加以测试，力争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

四、及时批改、评讲。练习具有诊断性，通过及时批改练习，老

师不仅能发现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还能发现学生的审题能力、思维能

力、答题能力等问题，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讲，将出现的问题及时

解决，将隐藏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解决。

少讲、精练是一轮复习的必然要求，但这两点都是建立在精心备



课的基础上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精心的备课，少讲、

精练都是一句空话，没有精心的备课，一轮复习也将无法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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