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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450281.htm 一、史学范式问题 史学范式是

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它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

史学方法等的有机集合体。我国史学研究的范式已从单一走

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

、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

整体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

。现代化范式认为1500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从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演进的历史，主要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

化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文明史认为人类从本质上看

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史、政治文

明史和精神文明史构成。（如四川卷第1922题就是以整体史

范式设计出国际组织作用题；第39题也是以整体史范式设计

出近代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题。第37题第3小题

就是以现代化范式设计出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

化步伐及其影响题。）但在上述四种范式中，由于文明史范

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吸纳整体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内

容，可以更好地将历史上的文明与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

展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因此人们日益重视从人类文明演进的

视角来研究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即文明史范式。同

时，文明史范式对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影响也最大，必修课

历史（Ⅰ）、历史（Ⅱ ）、历史（Ⅲ），实际是分别讲述政

治文明史、物质文明史、精神文明史。而选修课的六个模块

主要是文明史某些内容的深化和展开，这样的课程体系决定



了文明史必然成为高考历史试题的首选内容。综观2006年全

国高考文综历史试题全国卷，整卷的题目大多可以从文明史

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既考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还考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既考中华文明史，又考中西

文明的互相影响，涉及的内容很广。文明史范式已成为文综

测试历史命题专家们采用的一种主导范式。2006年全国卷Ⅰ

卷第37题就是从文明角度出发考查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以

中华文明史为主题突出表现了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发展创

新，从而彰显了要发展就要具有开放与吸收的理念。第39 题

“近代中国经济”也是以中西文明的碰撞为主线。2006年四

川高考试题命题人之一冯一下在总结文科综合历史试题时认

为：全套试题对文明史范式的重视不够则限制了创新的力度

。从而说明2007年四川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将以文明史范式

为切入点。因此在2007年复习迎考时应注意以文明史范式构

建专题进行复习，并不断引导学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重

新解读历史知识，教师也应注重按文明史范式选择和设计练

习题。教师以文明史范式构建专题时可以参照高中历史新课

程体系。新课程体系全部是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历史教学

内容。（附：史学范式对高考历史试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新范式提供新主题；新范式的基本概念为试题提出关键词。

如传承、交流、融合是文明史范式的基本概念；工业化、民

主化、法制化、城市化等是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概念。交往、

联系、全球化、集团化是整体史范式的基本概念；新范式提

供新材料；新范式指导正确解答新问题。中学历史课程已被

定位为必修课、基础课和人文素养课。作为基础课，中学历

史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基础历史知识，进行基本的能力训练，



奠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不会也不应命制偏题

、难题和怪题。作为人文素养课，新的中学历史课程重视人

类文明的发展，力图让学生了解人类创造的重要的文明成果

，以此充实自己的头脑，成为素质较高的文明人。）二、王

朝之间的变迁即历史上的过渡时期 （社会转型时期）（2007

年四川卷第37题，就是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考查春秋战国

、隋唐、民国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与变革。）注

重王朝之间的交替和变化，注重前后知识的比较，探究原因

、影响。在方法上可以文明史范式（主要为三个部分：政治

文明史、物质文明史、精神文明史）为主进行思考。1、春秋

战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1）经济：春秋铁器

、牛耕开始使用，战国推广；奴隶制经济逐渐瓦解，战国封

建经济发展；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2）政治：分

封制瓦解，郡县制出现；奴隶主贵族逐渐丧失政权，新兴地

主阶级通过变法逐渐确立其统治。（3）文化：孔子、老子代

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战国的百家争鸣大多代表

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的产生从根

本上说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产物。通过对比得出其阶段特征

是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2、魏晋南北朝时期：社

会经济的变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

等各方面的变化。（1）社会经济：北方经济经历反复地破坏

与恢复，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

基础。（2）经济制度：均田制、租调制的出现。（3）政治

制度：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士族制度发

展并达到顶峰。（4）军事制度：府兵制的出现。（5）民族

关系：出现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为隋的



大一统奠定了基础。3、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辽、宋、夏

、金、元时期的变迁：（1）政治：大一统到藩镇割据再到局

部统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改变；相权继续被削弱。（2

）经济：宋元经济在隋唐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重心

由开始南移到完成；（3）文化：由隋唐的繁荣到宋元的高度

繁荣，尤其的市民文学的兴起与兴盛。科技在隋唐的基础上

发展更为突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更为突出。（4）民族：

唐与宋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方式和地位显著不同。少数民

族的统治者实行汉化的改革，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

突出。（5）对外：指南针在航海上普遍使用；由水陆并举向

以水路交往为主过渡再到元朝水陆都较为突出的局面。4、元

、明之间的变迁：注重元、明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思

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总结其变化的趋势及其认识。5、鸦

片战争前后的比较。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关系

、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等方面进行比较。6、

民国之前与民国的比较：注重以现代化范式归纳、比较其在

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思想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等

的表现及其异同，探究其原因的异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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