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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专题分析 2008历史学大纲的要求及其对策(一) 一、2008历

史学大纲的要求 (1)突出基本线索与阶段特征的考察 新大纲囊

括的知识面非常大，考试不可能面面俱到。从新大纲规定的

考试范围来看，我感觉考察的都是一些重大、重要，有着深

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2)突出基础知识与重点内容的考察 (3)

突出运用理论进行分析与评价的能力 2008年历史学大纲依然

重视基本理论，能正确运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

价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就要求同学们在复习、答题的

时候要有意识地把相关的理论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总结

上，使同学们在答题的时候做到史论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罗

列史实或者空谈理论。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

首先，要善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历史。其次，

要具有辨证的历史思维，就是在分析认识历史事件、历史进

程的时候，注重从事件的局部与整体、前因与后果、具体与

抽象、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主观与客观等辨证的思维

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次，要有创新思维，历史学是

一门实事求是的学问，注重史料的积累，但这并不代表历史

学不需要创新的思维与理论。 (4)突出逻辑论证能力与文字表

述能力 新大纲要求论据确凿，论证严谨，能够逻辑合理、准

确地进行表述。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复习的过程中，要有

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其实，复

习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把考点，尤其是是重难点提炼成一个个



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化的复习，在考试的时候可以节省较多

的分析与审题时间。因为，在3个小时，做这么多的题目，时

间确实太紧了。这种情况下，答题很难做到严密、规范、符

合逻辑等等，所以，平时加强锻炼，到考试的时候可以把平

时的分析、审题模式迁移到答题中去。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时

间。 二、2008年试题动向及其对策 (1)注重基础不会改变：对

策较为全面地掌握基础内容，力争做到基础内容线索化、专

题化、清晰化与网络化。 (2)名词解释：这些题目一般情况下

都注重基础，但是，也会出一些既重要而又稍稍不为人所注

意的问题，比如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就换个说法；而九

十五条论纲、提、圩田就是有些稍偏，可是却也属于重要内

容。所以，大家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把握问题性质的能力。

(3)简答题：会依然会侧重在政治史、经济史与军事战争史方

面，文化史内容会考察具有重大的阶段性特征的思想文化，

比如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所以，复习时要善于归

纳、对重大问题要不断深化把握重点的能力；同时，复习时

要具有问题意识、系统化、条理化的意识，要对一些重大问

题或专题尝试着作一些分析，甚至针对它们自己出题，然后

进行深入分析。 (4)材料题：一般不会考单打一的题目，多是

几则材料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别进行比较，从中

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寻找它们所涉及核心问题的异同，然后

从异同中深化问题的内涵，答出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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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