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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龙门专题》适合什么样的同学使用？
　　《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
专题》是必备图书！
　　2.中等程的学生使用《龙门专题》应注意什么？
　　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　　“知识点精析
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的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
的基础；　　“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
学生提高成绩。
　　3.《龙门专题》适合什么时间使用？
（3～5理科）　　同步学习使用：　　《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
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
　　中高考复习：　　“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
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　　“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
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
　　4.如何使用《龙门专题》打下扎实的基础知识？
　　“万变不离其宗！
”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
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
　　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
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　　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
牛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町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
　　5.如何使用《龙门专题》拓展视野，提高素质？
　　“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
三个小部分：　　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　　典型例题导析
：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　　
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
　　6.怎么样在中高考复习中使用《龙门专题》　　“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
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
　　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
此外，“《龙门专题》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
提高复习效率。
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
项复习节奏使用。
　　7.尖子生如何使用《龙门专题》　　从全国调查看，尖子生最喜爱的教辅图书中，《龙门专题》
被提及率十分高；来自高考状元的信息也表明，尖子生是特别适合使用《龙门专题》的。
　　尖子生在使用《龙门专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立足基础，通过自学或者预习的方式将
基础知识理解并掌握；　　其次，学习的重点放在“能力拓展”上，提高综合能力和应对中高考的能
力；　　再次，在复习中，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逐一解决，力争做到没有任何知识点的遗漏；最后。
中高考的复习，侧重于专题与专题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复合型试题的研究和训练，确保在考试中基
础题目不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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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专题二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专题三　近代中国
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专题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专题五　中国近现代社
会生活的变迁专题六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专题七　苏（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专题八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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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知识点精析与应用　　知识点全析　　一、农业的
主要耕作方式（一）耕作方式的含艾：　　是人们利用土地种植农作物所采取的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
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基本内容是农作物种植方式和农田管理方式，农作物种植方式是耕作方式的中
心环节，内容包括作物布局、间作、套作、复种和轮作等，农田管理方式主要包括土壤耕作、施肥，
灌溉等。
　　（二）中国古代先后出现过的主要耕作方式及其说明的本质问题：　　“刀耕火种”、“石器锄
耕”、“铁犁牛耕”，耕作方式的演进实质上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生产能力
的进步。
　　（三）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分期和表现：　　1．原始农业——原始社会　　（1）地位：中国是
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农业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距今七八千年时，中国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
　　（2）耕作方法：“刀耕火种”即人们先用石刀、石斧把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再用
石犁翻土播种。
　　（3）对生活的影响：土地耕种一两年后，地力下降。
为了寻找肥沃的土地，人们不得不经常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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