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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8/2021_2022_08_E8_80_83

_E7_A0_94_E5_8E_c73_238479.htm 2007年考研已成往事，2008

年考研的备战周期又悄然而至。本文在对2007年历史统考真

题的分析基础之上，为2008年的考研学生提供一些备考建议

。首次历史统考试题重基础从2007年的真题来看，命题者紧

扣大纲，中规中矩，相对而言没有出现偏题、怪题、难题，

重点集中在基本知识点和对考生基本功的考查。这也是统考

的目的之一，牢固的基础是必不可缺的。从真题构成来看，

中国古代史占30%，中国近现代史20%，世界古代史30%，世

界近现代史20%，其中，两门古代史所占比例较多；有关的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方

面内容有机地体现在以上各个部分中，并没有以单独的形式

出现。题型结构是20个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8个名词解释

，每题10分；2个史料分析题，每题30分；4个简答题，每

题30分，满分为300分。20个单选题偏重于考查基础知识点与

记忆性的知识，侧重于基础史实的掌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一些选择题，并非很多考生自认的重点，如“近代中国

最早的棉纺织企业的名称”。这些内容复习时很难引起考生

的关注，容易失分。所以2008年的考生需要把相关的教材、

著作读熟、读透，注意细节，至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名词

解释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

以及世界近现代史的知识，这也是大纲所规定的考核范围和

重心。题目考查的都是相对较小的历史事物，容易把握；但

有个别名词如“提”、“《九十五条论纲》”较难。“提”



作为古代印度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起源于吠陀时代

，与种性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且沿用了千年，因此较难用百

余字概括；《九十五条论纲》则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提

出的改革方案，但考生复习时往往侧重于背诵其中的内容，

而忽视了这一文件的名称，因而容易失分。又如“凡尔登条

约”，这是世界史的内容，但因为世界史中有很多事件发生

于同一个地区，因此答题时弄清时间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实际上，弄清历史事件的时间有一个小窍门：历史学科的出

题，基本上会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很少情况下临时变

招，如果不能确定题目发生的时期，可以参考前后题目的时

间先后，从而抓住题目的本质。两道材料分析题考查了中国

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两大基本内容。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各校历年的试题中多次涉及。今年的

真题引用古文，既考查了与科举有关的“四书”、“及第”

、“传胪”等名词的意义，还要求比较唐宋和明清科举的异

同，综合性比较强。另一道材料题考查了英国、荷兰、法国

、俄国GDP以及人口的增长变化，涉及欧洲近现代科技文化

的发展状况，特别反映了俄国融入欧洲的努力和结果。4道简

答题中，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

现代史各占1道。题目切口较小，但是需回答的内容很充分。

例如，第1道题考查隋朝中央集权的内容，可以从多方面进行

回答：政治方面的中央结构、地方兵制、选官、法律等内容

，经济方面主要涉及到轻徭薄赋、重视农业、大貌索阅、书

籍定样等，隋朝统一政权的意义主要是结束了东汉后300多年

的混乱，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为以后的盛唐奠定了制度

上的优势。第2道题“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则把世界近现代



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方面内容联系起来。第3道题，亚历山大

东征的意义，也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贸、艺

术、东西方交流等多个角度回答。第4道题是“从20世纪初

到1939年，美国历届政府经济职能演化的一个过程”，是整

套试卷里面最有难度的一道题，考生在把握的时候会有一些

困难，想展开的话篇幅会比较长，而且不容易抓住主干。这

里的一个关键线索就是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到罗

斯福新政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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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