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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2_E9_80_86_E5_c65_177574.htm 历史逆向选择题又叫否

定式选择题，是指题干部分设置了否定式的提示或限制的选

择题。命题者通常用“不”、“不是”、“不包括”、“不

正确”、“没有”、“无关”、“不符”等词，把答题项限

制起来，用以考查学生的逆向思维。在考场上，考生如果稍

不留神就容易出错。笔者认为，在解答此类试题时，应注意

以下几点： 一、审定题型，审清题意 认真审题，是解答各种

、各类题型的共同要求。逆向选择题具有其他题型所不同的

特点，就是题干的答题项有否定限制词。对于这种限制词，

考生在审题时要特别留心。如2000年高考全国历史试卷第31

小题： 下列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叙述与史实不符

的是： A.来自外部的危机推动了共和国的建立 B.资产阶级政

府软弱无力 C.匈牙利共产党最终单独掌权 D.资产阶级将政权

转交给工人政党 审题时，首先要找出题干中的答题项。上题

的答题项是“与史实不符的是”，因为有“不符”这个词，

就可以确定这是一道逆向选择题。其次，我们还要审清题干

中的主干语和条件限定语。上题的主干语是“叙述”，条件

限定语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第三，我们还要把

条件限定语中的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都找出来。上题限定语

中的空间位置是“匈牙利”，特点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这两条都是显性信息。题干没有明确交待时间，但匈牙利

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是1919年3月至8月，这是一条隐性

信息，在审题时也不能忽视。 二、运用逆向推理，排除干扰



项 逆向选择题的解答过程，实际上就是考生运用所学过的知

识逆向推理的过程。在认真分析、仔细推敲四个备选项时，

把符合主干语和条件限定语（符合史实）的选项找出来。我

们可以用以下简单公式表示： 符合史实选项＝非正确选项 如

上题中，史实是1919年3月，协约国向匈牙利发出最后通牒，

实际上要求匈牙利割上大片领土（A项符合史实）；匈牙利

卡罗利政府无力应付这一局面（B项符合史实）；资产阶级把

政权移交给社会民主党（D项符合史实）。因为答题项要求

选择“与史实不符的”选项，根据逆向推理的原则，符合主

干语和条件限定语（符合史实）的选项就不符合答题项的要

求。故A、B、D三个选项都是干扰项，应该排除。 三、启动

逆向思维，确定正确选项 在排除了干扰项以后，就剩下最后

一个选项了。这个选项是否完全符合答题项的要求呢？为了

做到万无一失，必须进一步验证。验证方法还是启动学生的

逆向思维进行逆向推理，其公式如下： 不符合史实选项=正

确选项 如上题中，史实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同以库恩？贝拉

为首的共产党经过谈判，决定两党合并，并宣布成立苏维埃

共和国。由于协约国的武装干涉，1919年8月“匈牙利共产党

最终单独掌权”显然不符合史实。根据上面公式可知，C项

是符合题意的正确选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