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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开始，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中，历史学的

考试科目由四门调整为三门，分别是外语、政治和专业基础

综合考试（满分为300分）。历史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内容包

括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

其中，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

史等方面的内容也会体现在以上各个部分之中。试卷的题型

结构有四种，选择题是20个小题，每小题2分，名词解释8个

小题，每小题10分，史料分析题是2个小题，每小题30分，简

答题是4个小题，每小题30分。 首先，历史学的复习要选定好

复习参考书目。由于大纲并没有指定考试参考书目，所以如

何选择与考试联系紧密的参考书，就显得颇为重要。选择什

么样的书目会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分数，我们认为以下书目是

值得考生认真对待地：中国史方面有朱绍候主编的《中国古

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

华书局）、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朱寰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孔祥明主编的《世界中古史》（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次外，历史文选可参阅周予同的《中国历

史文选》或张衍田的《中国历史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可参阅杨燕起《中国历史文献学》或张传玺《简



明中国历史文献》（北京大学出版社）、史学史可参阅张广

智《西方史学史》或仓修良、魏德良《中国史学史》、史学

理论可参阅庞卓恒《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历史

地理可参阅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另外，可以选择

的其它参考资料还有《考研大纲历史学专业考点经典解析名

词解释部分》、《考研大纲历史学专业考点经典解析问答归

纳部分》等。 其次，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通常来说，从三

月到七月初是第一轮的通读参考书目的阶段。这一轮复习主

要目的是熟悉教材，夯实基础，对中国史和世界史有一个整

体性的框架认识。尽量做好读书笔记，根据自己的读书习惯

，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知识点整理出来。第二轮的复习

时间从七月到十月初，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大纲熟悉

教材。在这一阶段，考生应结合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印的《历

史学基础考试大纲》，在教材中划出大纲中的知识点，吃透

每一个知识点的基本内容，力争做到对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一

定的认识。第三轮的复习时间从十月到离考前半个月左右，

这一阶段主要是参照年历年真题和以前重点学校的历年真题

，做好笔记，在这段时间内来消化这些重要的知识点。余下

的半个月时间可以做几套模拟试题，进行查缺补漏,对不会的

知识点进行消化吸收，并在这段时间内把大纲规定的历史知

识点再过一遍。 最后，是否参加辅导班和备考心态的问题。

是否需要参加辅导班，这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如果觉得

历史学对于自己是一个弱项，而且对历史的把握没有宏观的

认识，觉得很混乱，从而梳理不出一条历史主线，那么建议

你报一个历史学的辅导班，辅导专家可以帮助你理顺历史的

脉络，从而对历史有一上宏观和整体上的把握。并且对一些



重要的知识点，专家可以给予加强认识。另外，考研心态也

是影响考研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良好的心态会对复习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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