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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7/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5_8E_86_c73_247230.htm 今年的考试大纲与07年相比在总

体上有以下两点明显变化： 第一、增加了附录部分，亦即07

年真题及其解析。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内容，考生可以

通过对真题及考试中心专家对考题的解析来揣摩和把握今年

命题的思路和趋势，从而增加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因此，相较于07考生而言，这对08年考生来说，无疑是一个

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考查范围上，对考查的知识结构

和知识点做了较大幅度的整合、增删与修正，其中改动最大

的是中国通史部分，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部分最为显著。这一

方面反映了考试中心专家在经过去年的实践后进行了认真的

调研与反思，另一方面也更加体现了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系统

性、完整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反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对考生的历史学基础的基本要求。这就是说，这些改动的内

容实际上是命题专家极为关注的问题，那么它们会不会在08

年的考题中得到体现？我个人认为，肯定会的。这一点，希

望考生们在复习备考中务必予以高度重视。换言之，我觉得

应当将其作为08年复习的重点。 刚才您谈到的这两点变化确

实很重要，对考生们的复习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那么您能否

展开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下面就来谈谈我的理解与认识，算

是同大家进行交流吧。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先来

说一下第一点变化，关于07年考题及解析问题。 首先，在考

题总体分析中，专家对07年考题予以充分肯定，认为通过抽

样分析，该份试题的难度为0.565，它“主要考查了其（即07



年考试大纲）中规定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

等，基本符合《考试大纲》规定的要求，总体上达到了预期

设计的目标。”这说明，08年的命题思路必将基本沿袭这一

方向，即：难度适中，重点考查。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

总体分析的最后，专家笔锋一转又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

话：“今年由于是历史学科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命题总体表现得比较谨慎，紧扣《考试大纲》，相对而言没

有偏题、怪题、难题，重点集中在基本知识点和对考生基本

功的考查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表明08

年的命题将肯定在07年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即可能会适当增

加试题的难度，加强对考生的专业学习潜力的深度考查。当

然，这种题目将会以材料题和问答题的形式出现。 其次，比

对07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考查范围和考题的实际考查点来看，

不难发现，选择题和名词解释题所涉及的知识点均在考纲所

规定考查范围内，惟材料解析题第二题即第30题和问答题第

四题即第34题所涉及到的知识与考察范围有一定出入，尤其

是第34题最为明显。因为该题要考查的是“1901年1939年间美

国历届政府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职能作用的演变”，这需要运

用的知识应包含美国在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哈定、柯立

芝、胡佛直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国内经济政策，然

而这在07年的考纲中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涵盖这些内容的知

识点，考纲中与这一考题有关的知识点仅是“自由资本主义

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

家的恢复与调整”、“世界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

如果说柯立芝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内容在考纲中有

对应知识点体现，那么前三届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无从体现了



。从中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命题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不

受考纲的约束，完全可以以问题立意，而不以考纲立意。当

然，这仅是个别现象，而非普遍现象，大家大可不必惊慌失

措。在这方面仅以纲为纲显然已不够了，而就现有的本科教

材而言，自然也不足以应对。应有的对策就是要多看一些与

考纲内所涉及的历史学重大问题相关的论著；二，注重历史

专题知识或历史的纵向考查这是07年大题命制的一个基本特

点。无论是两道材料题还是最后一道问答题，莫不如此。为

此，就要求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重视知识的纵向梳理，这

实际上也是历史考查的一项基本能力。 08年大纲与07年大纲

相比，增删的知识点并不多，大量的则是内容的整合和表述

的修改。详情如下： 增加知识点（10个）：主要是一些在07

考纲中遗漏的历史学科主干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南京大屠杀与日

军暴行”、“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 世界古代史部分“拜

占庭帝国的灭亡”、“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兴起”、十字军东

征、西欧各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 世界近现代史部分殖民入

侵前的亚非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

家的建立、二战后的日本。 删除知识点（13个）：主要是一

些已为其他知识点所涵盖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九品中正制

”的建立及其意义、北魏府兵制的建立及其特点、隋朝大运

河的开凿； 中国近现代史日俄战争、辛酉政变、清政府自救

改革中的新旧思想冲突、近代科学技术的输入与初步发展、

袁世凯窃权、（一战期间）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抗日战

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

集团内部的派系倾轧与中间路线的破产； 世界近现代史（俄



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布列斯特和约、蒸汽技术与电

气技术。 调整或表述修改的知识点：主要是使历史学科主干

知识更加系统、完整、简约、合理、规范、科学，并能反映

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分内容最丰富，最值得大家反

复去斟酌、推敲。 07考纲知识点 08考纲知识点 中国古代史 

刘秀加强东汉统治的制度与措施 刘秀与东汉初期政治 东汉后

期的政治腐败 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 十六国的兴亡和南北对峙

局面的出现 十六国和南北对峙局面 东晋门阀政治、南朝门阀

的衰落和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与寒人的兴起 寒人的兴起 唐朝

相关制度对隋朝的继承和发展 唐朝对隋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

据 两税法的颁布与唐后期的经济 两税法与唐后期的经济 唐朝

末年的社会问题 唐后期的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 隋唐时期边境

各少数民族概况、隋唐的民族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隋唐

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辽、西夏、

金的政治制度 宋元时期的科技与思想文化 宋元的科技与思想

文化 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 宋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朱元璋与明

代中央集权的加强 明初专制集权统治的加强 郑和下西洋 、“

南倭北虏”问题 郑和下西洋与“南倭北虏” 明中叶的社会危

机与改革 明中期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

展与生产方式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 晚清

时期的侵华战争 列强的对华侵略 重要的不平等条约 重要的不

平等条约及其影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原因、过程、 太平天

国农民战争结局和影响 义和团运动的北京、过程和结局 义和

团运动 3、晚清政局的变化与清政府的 晚清政局 自救改革 4

、晚清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晚清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 新变



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和特点、著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代表人物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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