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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大家期盼已久的08年历史学基础考试大纲终于面世了。

可是，当大家拿到这个复习备考的权威指导文件时，可能会

不知如何去充分、有效地利用它。鉴于这种状况，为了帮助

广大考生们准确无误地把握今年的考试大纲，吃透大纲精神

，使自己的复习有的放矢，我们海文专业课历史学教研团队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专家的带领下对此进行了详细解析。 

一、历史学统考的背景分析 这是当前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改革的需要。众所周知，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从去年开始实行专业课全国统考的方式，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研究生考试与培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为什

么首先选择在历史学领域实行这一改革呢？这显然是与历史

学专业在今天社会上的地位与原有的历史学入学考试体制的

弊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历史学专业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

学的基础学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然

而，它作为一门长线学科、一门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学

科，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严重地边缘化了

，致使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冷门”专业。其结果是报考历

史学专业研究生的人数少得可怜。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报考者

中，有很多又是为了寻求镀金而投机的“跨专业考生”，而

推动这部分人报考的原因无非就是历史学研究生“好考”，

“学位”好拿，考历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廉价取得学位。在

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大量的跨专业考生投入到历史学考研队



伍中来。据我了解，有些考生的专业确实跨得有些邪乎，按

说中文、政治及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考生跨到历史学专业

来倒也说得过去，可是有很多是学理工科专业如生物、环境

等专业的考生。试想，这些专业考生的历史学基础和素养会

是怎样一种状况了。虽然，这类考生的勇气值得赞许，但他

们却无疑在严重制约着历史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鉴

于生源不足的严峻现实，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自己命题的旧

有体制下，一些二流或三流院校或科研部门为了能保证自己

的生源，保住自己的硕士点不被撤销，一些名气不大的硕士

生导师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只能降低初试的门槛，降低

试题的难度，如此就使得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很难以保

证了。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历史学研究生的

质量差，便更加恶化其社会声誉，而其社会声誉的恶化又反

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历史学研究生招生的困难。因此，统考方

式的实行首先就是出于保证历史学研究生质量的需要。 二

、08年历史学大纲的变化趋势 第一，在原先的硕士研究生招

生体制下，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科目不统一，虽然前此教育

部曾于2003年做过统一要求，但仍难于改变这种状况。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很多单位的初试试题过偏、过窄，

主要是按照各单位导师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来命题，因而考生

在报考哪个单位时，只需对这个单位的导师情况及往年考题

加以研究，就会大体确定自己的复习范围，结果由于只去注

重这一狭小方面内容的复习，就把应有的大量历史学科基础

知识给自觉地抛弃了。一个连历史学科的基本框架都把握不

起来的硕士研究生又怎能进行更高层次的专业化研究呢？这

显然是不可能的。须知，“专”只能是建立在“通”的基础



上，离开了通的“专”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以往的硕士研究

生队伍中，这种状况大量地存在着。有很多研究生只知道自

己专业方向的那点东西，比如研究隋唐史的就只知道隋唐方

面的内容，而即使是中国古代史其他时代的历史就知之甚少

，更遑论语之相关的中国近现代或是解释方面的相关知识了

。如此水平的研究生又怎能作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呢？在以

往考试制度下招收的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中，在做论文时出现

知识性的错误（学术界称之为“硬伤”）、闹出学术笑话来

的比比皆是。这不能不说是原有硕士研究生招生体制的一大

弊端。为此，由原先的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到今天的教育部

统一考试，实在是一大进步，它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一

弊端。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08年考试大纲在07

年基础上予以调整的动机所在。亦即，从08年考试大纲所规

定的知识范围上看，它比07年的涵盖更广，从而使得历史学

科体系显得更加完整，更加合理，进一步讲，更加体现出考

试的基础性和选拔性。 第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迅速发展，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也相应发生了重大

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并与国际社会接轨，在借鉴国

际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我国对研究生培养制度也做出了相应

的改革。其基本点就是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

宽口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而将培养高层次专业人员的任

务放到了博士生阶段上。为此，国家一方面从2003年始实行

了硕士生的大规模扩招，另一方面又缩短了硕士生的学制；

而对于博士生，则稳定其招生规模，同时又陆续增加其攻读

年限。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专业初试的改革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可以讲，它呼应了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



改革的这一趋势，而08年的历史学基础考试大纲则是进一步

顺应这一趋势的产物。亦即，它通过对07考试范围的整合、

调整与增删，进一步体现了以考查学生的基本素质、一般能

力和学科基本素养为侧重的基本特征。 三、对08年的考试方

向及其特点的预测 关于08年的入学考试，我想大家完全可以

放心的是，它将继续沿袭07年的命题思路，考查本科阶段所

学习的历史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史料、基本技能等

内容，而其目标将依然是考纲中所规定的四项基本能力，即

：再认再现历史基础知识的能力、历史阐释能力、史料解读

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至于各题型的承载功能，根据新考纲

的精神，我认为将会是：选择题依然是以考查历史基础知识

为主，并且将依然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

大现象、重要结论等内容，或者说这依然是考生的保分题；

名词解释同样也将会以考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

重大现象等为主，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可能将会有一些比

较小的名词，这可能在一般的本科教材中没有出现过，不过

这种类型的题目数量不会超过两道；材料分析题，估计将会

适当加大难度。估计像07年29题那样的简单型材料题可能不

会再出现，这一点务请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在平日备考时可

适当进行一下这一方面的训练；问答题，07年的问答题基本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一型即31题和33题，这两道题均考

查的单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并且在一般的本科

教材中均有集中的叙述；二是横向深分析型即32题，该题在

教材中没有集中的叙述，而需要考生对分布在不同章节中的

相关内容进行归纳和概括；三是纵向梳理型即34题，该题属

于大跨度、专题性的题目，考查考生纵向梳理历史基本线索



的能力。可以讲，07年考试涵盖了历史问答题的三种基本类

型。从08年考纲来看，08年的考题将会继续使用这三种基本

型。不过，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二三两种题型将会适当

加大比重；第二，估计还将会出现比较题，因为在两年的样

题中均有此题型，结果07年没考，估计08年考的可能性较大

。这就需要大家在备考复习中务必注意历史知识的横向和纵

向联系及对一些可比性的重大问题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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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