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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英语公共课外，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全国统一命题呈现

出逐渐增多趋势。据介绍，继去年教育部将历史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科目纳入全国统考后，今年又新增农学为全国统

考科目。据悉，以后实行全国统考科目的专业课数量会越来

越多。为了便于广大考研者正确理解考研《大纲》，备考不

走弯路，记者近日采访了历史考研专家、教授。 中国史 重综

合知识分析能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民服教授说，

从2008年《历史学基础》考研《大纲》来看，主体内容为《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

界近现代史》，还包含了历史学其他二级学科，如《史学理

论》和《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

专门史》方面的内容。试卷题型仍由四部分组成，即：选择

题、名词解释、史料分析题、简答题。总之，《历史学基础

》考试科目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叙论结合，难度适中。 对

于中国史部分的复习，张教授提出建议： 以2008年《历史学

基础》考研《大纲》为准，吃透《大纲》精神。因为需要掌

握的知识主体均在《大纲》范围内，考试的主要内容也在其

中。按照《大纲》所划范围和要求进行复习，能避免出现偏

差和走弯路现象。 注意对比2007年《历史学基础》考研《大

纲》和2008年《大纲》的调整变化。如：在《中国古代史》

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增加了哪些知识点、删除了哪些知识

点、调整了哪些知识点，哪些知识点在表述上出现了变化⋯



⋯通过比较，明确哪些知识需要加强学习，哪些内容可以省

略，及时调整侧重点，以期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历史学是

一门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实证性学科。学习历史最

基本的就是要有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概念，要知道某种历史现

象是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的，无论《中国古代史》或《中国近

现代史》均是这样。在考研中把握了这个基本点，有助于对

历史知识的记忆和掌握，避免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历史

内容混淆起来，并能对考试中需要回答的内容作深入的分析

论证，使答题内容更有深度，更为圆满。 将基础知识和重点

知识的学习相结合，尤其要注意对重点知识的学习掌握。在

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中，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

、科技成果，重大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重点历

史人物及其作为，重要的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等，都是要特

别注意的。 复习中，注意培养综合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历史学基础》科目的考试中，既有时间、人名、地名、

书名和概念、名词等基础性知识，又有对制度、政策、历史

事件、历史现象等的论证分析，要求阐明其意义、影响或发

展演变情况。这就要求考生既准确掌握历史知识，又具备综

合、概括、分析问题的能力。考研不同于高考，仅有必要的

历史知识还不够，还需要具备上述能力。特别是在《历史学

基础》科目中，有60分的史料分析题，这就对考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一是要知道这段史料的含义，读懂它；二是要知

道这段史料的背景，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解释；三是注意史料

与史料之间的联系，根据答题要求，从中提炼出史料所反映

的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得出恰当的结论。 总之，考研

复习要结合各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



法、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有些是历史专业本科学历，有些

是专科学历或跨专业考生，因而知识掌握程度和思维理解能

力也互有差异。这就需要考生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复

习，以期得到最理想的考试成绩。 世界史 整体梳理主干知识 

那么，考生在世界史部分又应该如何备考呢？记者采访了郑

州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于兆兴教授。他说，按照《大纲》

有关规定，《历史学基础》考试世界史部分所占比例为50%

，即150分左右。结合《世界近现代史》在整个世界通史体系

和世界通史教学中的地位，《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在考试中

所占比例为30%，也就是90分。与上年相比没有变化。 《世

界近现代史》相对于《世界古代史》而言，因其离现实近之

特点，其知识结构和观点的更新相对较快，在复习时必须依

照《大纲》来选择既新颖又权威的大学本科教材和相应参考

书。符合这一特点的参考书首推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编

写的修订版《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这套修订版

教材是在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基础上，对1994

年旧版教材进行修订而成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

史》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

者是由刘宗绪主编，后者是由张建华主编。该套教材是目前

最新的高校《世界近现代史》本科教材，它不但体系新，而

且观点也颇有新颖独到之处。但其不足之处是，该教材

对2008年《大纲》规定的考查范围有未作涉及或语焉不详之

处。不过大家可以与其他版本教材相互对照进行复习，以弥

补它的这一不足。其次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

世界通史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和《世界史现

代史编》上、下两卷，这套教材后来又经过几次再版，是目



前最为权威的《世界近现代史》本科教材，它较全面地体现

了新《大纲》规定的考查范围。对于这套参考书，大家在使

用时应对照《大纲》先通读一遍，然后按照前面的分析，对

各个考点进行细化，梳理出相关线索，然后再在笔记上整理

出来。 “新《大纲》的变化从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

遵循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增加了更多的主干

知识，扩大了考试的知识范围；二是从知识范围的调整来看

，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重要历史内容的脉络更加完

整、清晰。”于兆兴说，从2008年考试范围来看，考生应该

更加重视理解领悟和能力培养，更加注重历史主干知识的完

整性、系统性和专题性，复习中一定要打破孤立分散复习的

做法，必须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知识梳理与比较复习，尤

其要树立贯通的思想，在复习中有意识地总结出若干个历史

专题，以符合《大纲》的精神，为在2008年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做好必要的准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史为例，应

该把“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的建立”、“冷战与两大阵营的

对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国际联盟

与联合国”、“冷战局面的形成及其影响”等知识点结合起

来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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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