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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6_96_87_E5_c73_494305.htm 今天2008年历史学专业

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已全部结束，新浪考试频道联合万学海文

考后第一时间邀请海文历史学考研辅导专家、北京大学历史

系慕容老师做客新浪网点评08年历史学综合真题，以下是此

次访谈实录。 主持人：今天上午进行了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

考试，我们有幸邀请到海文教育学资深辅导专家、北京大学

历史系慕容老师为我们点评一下今年的考题。很多想考历史

学专业的考生都在密切关注着今年的考试情况，请问慕容老

师，2008年历史学专业考题给你留下的总体印象是什么?与往

年相比，08年历史学考题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慕容老师：对于

考历史学专业的同学们来说，随着历史学基础这门考试的完

成，08年考研的心路历程也就终于尘埃落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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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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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国在高层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历史学统考仍在摸索之中，因此每年产生变化也在情理之

中。 通过对试卷的分析，我个人观点：2008年历史学统考试

卷与2007年相比较从题型、分值的分布来看，基本没有变化

，但从真题难度上考察，则整套试题的难度加大了。从08年

考试大纲的调整内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调整后的

大纲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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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察范围的扩大使得命题人的视角



不再局限于最为重点的部分，一些平时较容易被忽视的考点

也走入了此次的统考试卷。例如：“少年中国学会”，“圣

德太子改革”等较生僻的考点进入了试题，而且占到了一定

的分值，这也是一些学生从考场上下来，反映今年的试题有

些难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如您所说，08年历史学 专业课考

题在命题难度上呈现出难度上升的特点，那么请问慕容老师

，此次考试在题型上有没有推陈出新之处，整张试卷又都考

了些什么类型的试题呢?这样的试题类型会不会给考生答题造

成困难? 慕容老师：通过08年历史学基础统考大纲我们了解到

，08年的命题实际上继续沿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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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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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走偏锋的

现象并不明显.名词解释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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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试中

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小的名词，这些名词可能在一般的本科

教材中没有出现或详细阐释过，不过这种类型的题目数量被

控制在了一定的比例之内，考生仍可以从名词解释这个题型

中得到基础分值.材料分析题难度适当加大了。像07年29题那

样的简单型材料题没有再出现，而是分别考察了九品中正制

的演变与英国议会制度的演变，在这之中命题人显然突出考

察了考生对原始史料的把握与概括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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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试题来看，四道问答题并没有突破这三种框架

，分值的分布也是相似的，前两道问答题属于单一性，在一

般的本科教材中均有集中的叙述，第三题是一道时间跨度较

大的纵向梳理题.最后一道问答题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属于横

向深分析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回答，

而踢得后半部分则突出比较，是一道比较题，在两年的样题

中均有此题型，结果07年没考，估计08年考到实属合情合理

，海文在这之前也精准地预测到这种题型的出现。 主持人：

您如此关注考纲，且同您的交流中可见您对考纲有着独到的

认识，那么您是否能结合考纲将此次试题进行较细致地分析

呢? 慕容老师：结合考纲分析试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我就将

历史学基础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加以说明吧。 1，世界近现

代史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世界近现史部分在考试中所

占比例为30%，也就是90分。这一点与07年相比没有变化，估

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持不变。世界近现代史包含世界近代

史和世界现代史两部分内容，在考纲中共划分为19个子目

，68个知识点。这部分内容在整个历史学本科教学及历史学

学科体系中，构成了世界通史教学的第三和第四两部分，从

本科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课时的分配来看，该部分内容均大大



超过世界古代史。对于这一点，从当前最为权威的大学本科

历史学世界通史教材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

教材的编纂上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该教材六卷的划分情况为

：世界上古史一卷，世界中古史一卷，世界近代史两卷，世

界现代史两卷。可见，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世界近现代

史能占到30%的比重绝非偶然，它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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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的。 在07年考

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所占的90分的分布情况为：选择题

为7个小题，名词解释为2个小题，材料题1道，问答题1道。

这几道题目除材料题需略微涉及到世界中古史的部分知识外

，其余均为独立考查世界近现代史内容，为单纯的世界近现

代史题目。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教材编写、学科划分及实

际教学中，世界近代史于世界现代史分属两个严格区分的领

域，但在考纲中却是将这两部分实行了合二为一的编排法。

在此实际上体现了考纲制定者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将16世纪

以来的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与当前学术界的普

遍做法一致的。从07年考题中可以看得出来，07年考试显然

主要侧重了世界近代史的考查，两道大题考查的基本上是世

界近代史的内容。相反，08年考试的重点转向了世界现代史

。且亚非拉部分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这一部分历史是考生较

容易忽视的，因而，此次考试出现了较多涉及亚非拉内容的

试题，无疑给考生的顺利答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世界

古代史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世界古代史部分在考试中

所占比例为20%，也就是60分。这一点与07年相比没有变化，

但此次命题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比例。在07年考试中，这60

分的分布情况为：选择题为4个小题，名词解释为2个小题，



问答题1道。这几道题目均为独立考查世界古代史内容，为单

纯的世界古代史题目，总共54分。此外，在材料解析题第30

题中虽然基本上考查的是世界近代史的内容，而实际上也需

要用到一部分世界中古史的知识。因此可以说，07年考试较

好地体现了当年考纲所规定的考查内容比例。 就世界古代史

而言，08年考纲的规定与07年相比基本未作变动。下面将对

这些变动之处做简要分析： 第一处变动，将第3个子目中的

“古代埃及的历史线索”调整为“古代埃及历史的主要线索

”。第二处变动，将第7个子目中的“拜占庭帝国”调整为“

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第三处变动，将第9个子目中的“西欧

国家的兴起与强盛”调整为“西欧国家的建立”，而将其“

强盛”又具体细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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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知识点。如此

，就使得这一内容的所指更加明确、具体，也突出了西欧封

建国家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第四处变动，将第10个子目中

的“中古印度：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帝国”调整为“中古印

度：从笈多王朝到莫卧儿帝国”，使前后的表述一致起来，

即从政权的角度来把握中古印度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不是从

最高统治者到政权。 从08年的考研试题来看，08年考纲的变

动之处固然是整套世界古代史体系科学了，但以希腊罗马为

中心的西方世界史以及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中世纪史仍是世界

古代史的重中之重，并不因为考纲的变化而转移。另外，

从07年的真题就可以看出，希腊罗马中心论的倾向在淡化，

埃及、两河、印度、美洲文明也逐步得到了重视，这也是考

生在复习中需要注意的一点。 3，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专业

综合考试试卷满分是300分，考试时间是180分钟。在整个历



史专业综合考试中，中国通史占50%，世界史占50%。其中中

国近现代史占20%，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的分值占了中国

通史的40%，和中国古代史的分值比起来，它的重要地位略

逊一筹。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是十五章，比中国古代史

多七章。虽然内容多但是分值占的比重小，要求掌握的内容

却是很多。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内容很多，而且很重要，

必须好好把握，拿出足够的时间来复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的历史则在考试中占的比重很小，在08年的试题中

几乎就没有出现，在复习的时候可以不必细致的去抠。对于

中国近现代代史的内容具体的时间分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不

同情况来决定。晚清民国基础好的就多在中国古代史上花点

时间。中国古代史好的就在晚清民国史上多花点时间。总之

晚清民国是一个重点。对于晚清民国几次的重要运动，像义

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

要好好掌握。另一点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代史政治因素

干扰的降低，考研大纲也在不断变化，新大纲出现以后，经

过仔细分析及研究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在总体上相对

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变化的确挺大，总得来说，这些变化主

要集中在晚清民国时期。一些重点知识仍然是考察的对象，

需要好好把握!另外更需要考生能够尽量站在学术前沿，做学

术的前瞻者。 相关链接： 4，中国古代史 前文已述，中国古

代史是内容少而分量重，必须好好把握，拿出足够的时间来

复习。 新大纲出现以后，经过仔细分析及研究发现：中国古

代史的内容在总体略有缩减， 2008年中国古代史大纲较之去

年不在出现府兵制，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唐朝部分内容有所

缩减，删掉了两方面的内容。宋朝删去一些内容，但新增一



些考点，如宋金夏等割据政权的政治状况，明清部分略缩减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一些知识点的表述进行了微调，除力

求正常的语言精当和表述更加准确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词

句上的变化，反映出命题中心在考察思路上的调整。如将“

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改为“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宋

元时期的海外交通”改为“宋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相当

于略微扩大了考察的范围，对考生的复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改为“明清社

会经济的发展”，“明中叶的社会危机与改革”改为“明中

期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等，则适当缩减了考察要点，

将考察方向更加明确集中，减低了部分难度。但不得不指出

的是今年的材料题所考到的恰恰是大纲中删去的九品中正制

。可见，重要的制度、事件、历史人物都应该是复习的重点

，考纲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参考，决不能在重要问题上偷懒。 

主持人：随着考研历史专业课的结束，考研初试算是告一段

落，但复试又接踵而至了，您对同学们的复试能否提一些建

议? 慕容老师：好的，下面我来谈一谈同学们在复试中应该注

意的一些问题。 全国硕士生统一入学考试复试是对初试达到

基本要求的考生，在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熟练程度、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在初试中暴露出来

的知识缺陷等方面进行的进一步的考查。 近年来，一些名校

和热门专业已经实行较大的差额复试，复试淘汰率有所提高

。例如北大现在在研究生招录工作中已全面推行差额复试，

历史学已经达到了100%，即会有一半通过初试的考研考生将

在复试中被淘汰，同时还要求考生在参加复试时，根据自己

的学科特点，提交一份在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计划，以便学



校对考生的科研潜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另外一些高校则采取

了初试仅获取复试资格，而复试成绩决定最终成绩的方式。

此外，很多高校通过初试与复试的综合成绩来确定录取排名

，而录取排名则关系到公费、半自费还是自费问题。总上所

述，复试在考研中的地位决不可小窥。 复试由各招生单位自

行组织，一般由各招生单位的有关院(系)组织本专业或相近

专业的数名导师组成复试小组，对考生进行复试。复试没有

定规，因此内容比较灵活。常见的是针对有关专业知识进行

面试，考查综合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下文将对常见的考研复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详述)。

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统一要求在复试中增加英语口语测试

，要求口语测试主要从发音的准确性、话语长短和连贯性、

语言的灵活性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考查。值得重视的是，从今

年开始英语的听力部分放到了复试中，这就增大了复试的内

容和难度。(就历史这门学科而言，选择中国古代史方向的考

生往往还需要加试古代汉语，选择世界史方向的考生外语的

表现尤为重要，特别是掌握第二外语的考生在世界史方向的

复试中尤为占优势。) 初试的顺利结束只可称作在考研漫漫征

程上迈出了一小步，考生们参加完复试之后，当务之急不是

庆祝，而是立刻投入新一轮的准备工作中。以下分几部分对

考生提供一些建议，以期能够对各位考生在复试中能够更精

彩地发挥有所裨益。 一、英语复试的准备：英语部分的考察

包括听力和口语两部分 上文已经提到：从2003年开始，教育

部统一要求在复试中增加英语口语测试，要求口语测试主要

从发音的准确性、话语长短和连贯性、语言的灵活性等三个

方面来进行考查。 听力：从2005年开始，英语听力不再作为



全国统一考试的内容，而被放进了复试。即便如此，只要掌

握了基础的内容和应试的技巧，复试时就可以沉着应对。所

以，复试前，一定要强化英语听力，可以找一些考研英语的

磁带来听，也可以听一些外文台的节目或者参加校园里的英

语角等。从考研初试结束到复试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名牌大

学一般复试时间较早，三月中下旬左右，一般大学的复试一

般在四月份)。只要天天练习，听力的进步速度是相当迅速的

。另一方面，英语听力在历史这门学科重要性并不及一些应

用学科重要，因此往往作为参考成绩出现。 口语：这是大家

最担心的部分，所以必须事先准备一份2到3分钟的自我介绍

。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姓名、原毕业院校、平时的爱好兴

趣、现在所报考的专业、报考该专业的原因、你对该专业有

什么兴趣、对当前该专业发展的简短评价以及你准备以怎样

的态度进行学习和研究等等。写一篇文章实现背下来不失为

一个好方法。当然有些院校采取其他的口语考察方式。例如

，2007年考研中人大国学院采取的方式是考生抽取一篇英文

文章，接着考官用英语提出考试要求，考生相应的对答。(第

一个要求是将整篇文章通读一边，第二个要求是将这篇文章

翻译一遍，这种考察方式有一定难度，既考察了听力，也考

察了口语) 二、及时搜集复试的相关信息 在复试的前期准备

中，信息是最重要的。有关复试的信息除了复试的时间、地

点、考官等基本常识外，还包括复试的内容、范围及考察方

式等。当然有些信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具体搜集信

息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首先，要保持与所报考学校的招生办

的联系，经常浏览该校的网站，及时向招生办咨询复试的形

式及时间。同时也要清楚自己的初试成成绩排名，要知道并



非过了划定分数线就可以参加复试并被录取的，如果你的分

数高过你所报考学校往年录取线许多或今年排名较靠前并不

代表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有你在复试中的表现与初始成绩

相匹配，才较保险。 其次，复试的范围和内容可以向上一届

的师兄师姐询问，他们亲历过复试，所以他们提供的信息也

最为可靠。如果条件限制，无法接触到这些人的话，也可以

到所报考学校的论坛上求助，这也是个搜集信息的好来源。

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具体题目可能不会年年相同，但是大

概范围和方式应该不会变化太多。 最后，在图书馆或网络上

搜索一下报考专业的最新动态，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最好还

是踏踏实实地把所考专业的知识都复习一遍，这一点对那些

跨专业的考生尤为重要。参加复试前最好能到图书馆期刊阅

览室查阅一下近年来本专业比较权威的期刊，了解一下本专

业的发展方向、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及主要观点，这样做对

参加复试十分有益。如果能够找到你所报考专业近几十年的

研究综述，则可以高屋建瓴地了解你要报考的学科，更可谓

受益无穷。 三、关于导师 导师一定要见，最好等分数线划定

再见面。见面之前先打听一下自己的排名，如果靠后且选择

该导师的人很多，则被录取的希望不大，但绝对不能绝望，

不试怎么会知道这世上没有奇迹，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因此无论分数高低都要见见导师，而且无论和导师在任何

情况下交流，必须表现出诚实的态度，这点很重要。 四、面

试中保持良好的心态 下面将要谈的是如何在面试场上发挥。

前边所谈的内容就像一株植物的出芽、结蕾，面试的十多分

钟就是数月来努力成果的绽放。 培养自信从容的心态。在面

试时一定要从容、放松。放松自己，可以更好地回答面试官



的问题，赢得面试中的气质或印象分。同时，在回答老师提

问的问题时要认真、诚恳、实事求是，研究生复试切忌不懂

装懂，自己不懂或根本不了解的问题不要不着边际的“神侃

”，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你的治学态度。如果这个问

题确实不懂就坦率地说“不了解，以后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其次，考生们最好听懂老师的问题再回答，切忌自作聪

明，答非所问。其实老师们最想招收的研究生是知识面较宽

，而且思维又比较活跃的。多位教授曾向记者表示，最容易

被“刷掉”的是一问三不知或态度浮夸的考生。 五，面试中

的着装 复试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考生给考官的第一印象

十分重要，面试时着装也很重要的，得体的着装会为自己赢

得好的印象分。男同学不要太邋遢，女同学也不要刻意打扮

。面对许多专家、教授，千万不要紧张，要沉着应对。着装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整洁。 相关链接： 五、关于调剂 首先

，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接受调剂生的学校信息。一般来说同

专业的只能调剂到其他学校的相同专业，但具体问题还要具

体分析，同系不同专业也可能调剂成功。每年4月的时候，考

研加油站都会有丰富的调剂信息，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 其

次，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后，就要打电话联系学校。可以打给

学校招生办或直接打到学院，直接询问老师接受不接受调剂

，如果接受需要什么条件。一般接受调剂的学校都要求填写

调剂申请表。可以同时向几所学校寄送调剂申请表，互相之

间并不冲突。 最后，等待消息的同时要经常进行询问，多了

解学校的情况，需要时亲自去一趟学校也是值得的。如果学

校决定接受你的调剂，会主动跟你联系，并确定具体复试时

间的。 六、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1，结合学科，留意时下的热



点话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一般面试考核的知识点非常灵活，

面试现场老师很容易问当前的热点，让你即兴发挥，而导师

更加看重你的思维和分析能力。 2，建议提前去医院体检。

每年都有考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入学，或者作为被淘汰

的借口。 3，如果有机会，听听老师的讲课，把握他们的讲

课模式和性格特点。但在课堂上要虚心听讲，切记不要为了

表现自己而锋芒毕露。 4，复试时语言表达连贯，不要太在

意一定要与书本知识一模一样，而是特别体现出对问题认识

的独特理解。不一定讲究自己的观点是100%的准确，学生有

潜质，才更讨导师的喜欢。 附：考研复试常见问题 面试中最

关键的一点在于要将话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过分

简短的回答或过久的沉默会迫使考官自己寻找话题，最终结

果可想而知，考官的问题往往是他正在研究或最为擅长的话

题，而你在这方面可并不一定擅长，结果只得狼狈应对，现

场表现自然难以让人满意。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 一、自我

介绍.然后问你为什么要考这个专业? 二、你读过些什么书?做

过什么研究工作? 三，你所报考的领域都有哪些大家，代表作

分别是什么? 四，你的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谈谈你的主

要思路及文章的价值。 五，你认为你所报考的领域目前有哪

些方面研究得仍不够深入? 六、你准备将来做哪些方面的研究

工作?为什么? 主持人：谢谢慕容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本

次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慕容老师于百忙之中做客新浪。 

最后，祝愿所有有心的考生金榜题名!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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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