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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3/2021_2022__E4_B8_BE_

E4_BE_8B_E6_B5_85_E8_c64_573398.htm 在近几年的高考文综

卷和单科卷中，历史选择题的立体感和动态迁移感愈来愈强

，迷惑性也愈来愈大。由于答案的唯一性和无伸缩性，审题

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失分。在此，笔者精选几道典型选择

题，谈五种审题技巧。 一、抓"类型" 解历史选择题，首先要

明确它的基本类型，主要分为程度型（又称最佳型）、比较

型、因果型、材料型（包括文字和图表）、逆向型（又称否

定型）、概念型、组合型、条件型、论证型、结论型等10种

类型，然后根据各种类型的解题方法"对号入座"。而把握题

目类型的基本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考查题干中的"答题

项"，也就是答案所包含的项目（一般置于题干的末尾）来确

定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

位动摇。对这一结论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欧共体在许多经

济领域赶上或超过美国 B．西欧日本开始力求摆脱美国的控

制 C．美国丧失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地位 D．资本主义世界形

成美、日、欧共体三足鼎立局面 【解析】从题干中的"答题

项"--"不正确的是"，可以判断本题属于逆向型选择题（题干

中有表示否定或限制的提示词如"错误的、不包括、无关的、

不属于"等即可判定该题为逆向型选择题。）本题旨在考查考

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能力。通过仔细审题，很容易发现C项

与题干中的表述是互相矛盾的。题干中明确表明了"美国的资

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动摇"，而C项中是"丧失资本主义世界强

国地位"，显然"动摇"与"丧失"互相矛盾。由于欧、日经济的



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外交上也开始要求独立，这样就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但

它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军事力量最强、影响力最大

的国家，所以不能认为它已经丧失了世界强国的地位。故本

题的正确选项是C项. 二、抓"题干" 抓"题干"，就是要明确"答

题项"（答案包含的项目）、"主干语"（选项论述的对象）和"

限定语"（限定回答的内容）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答题项"

中把握题目所属的基本类型及命题人考查的目的；从"主干

语"中把握题目所考查的内容及要求；从"限定语"中明确题目

所限定的时空范围或特点。 【例2】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抗

英斗争，到18世纪末转变为联合一致的美国独立战争，出现

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 A．英国压迫加剧，北美人民反英意识

增强 B．北部几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 C．各殖民

地之间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市场 D．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形

成 【解析】题干中的"答题项"是原因（"由于"），"主干语"是"

转变"（从分散的抗英斗争→联合一致的独立战争）、"限定

语"有时间（18世纪末）、地点（北美）、特点（从分散到联

合）。从"答题项"可知，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北美抗英斗争

从分散到联合的原因的理解；从"主干语"可知，本题还要求

从民族独立的角度鉴别主次。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四个选项

都是原因，但"主要"一词暗示了要从中找出一个最主要的原

因。我们又知道，美利坚民族要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与英国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因此

，"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才使各殖民地联合起来，而"形成了

统一的市场"（C项）只是民族形成的一个条件。D项能够包

含A、B、C三项的内容。故本题正确选项是D项。 三、抓"选



项" 近几年的高考文综卷和单科卷中的历史选择题，选项的干

扰性和迷惑性愈来愈强，我们要仔细分辨，认真推敲。通过

比较四个选项，准确把握选项中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进而明确选项与题干之间的关系。 【例3】19世纪末20世纪

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特点是 A．资本主义处于高度

发展时期 B．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C．自由资

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D．大国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愈演愈烈 解析：从题干中的"答题项"--"根本特点"可知，本题

旨在考查考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根本特点的

理解和把握程度。所谓"特点"，是指与同类事物或同一事物

的不同发展阶段相比较的不同点，既指内在性质，也指外在

形式。"根本特点"一般从本质上揭示或反映这一不同点。仔

细推敲选项可以发现，四个选项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

发展的特征。其中A项反映的是发展速度，B、D两项反映的

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两种必然现象，但都不能

反映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只有C项从本质上揭示了这

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本题的正确选项是C项。 四、

抓"观点" 有些选择题在题干中的"主干语"部分，渗透了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如生产力观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观

点、阶级斗争观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观点等等。我们在

审题的时候要以这些理论为指导，进行推理、论证和分析。 

【例4】法国大革命中被列宁称为"用真正的革命手段摧毁过

时的封建制度"的行动指 A．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B．废除

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C．废除封建义务，把逃亡地主贵族土

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 D．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象征封建专

制统治的巴士底狱 解析：从题干中的"主干语"--"行动"，再结



合"限定语"和"答题项"可知，本题考查的内容是要求区分选项

中所示的四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哪一项是属于"摧毁⋯⋯封建

制度"的，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都需要运用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观点来分析。解题时还需要明确的是：封建制度

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仔细推敲选项可以发现，四

个选项都是反封建的行动，但A、B、D三项都没有涉及封建

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有C项触及了封建土地

所有制。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列宁的上述观点，容易造成误选

。故本题的正确选项是C项。 五、抓"时空" 有些历史选择题

还特别注重于考查历史事物的时间、空间或特点，我们要根

据题干中的"限定语"提取出隐含着的历史信息，弄清历史事

物的横向、纵向的历史时空和阶段特征，明确时空范围和特

点。 【例5】19世纪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与17世纪相比，其

影响的根本不同在于 A．掠夺了各国人民 B．带来了深重灾

难 C．加深了民族矛盾 D．破坏了传统经济 解析：从题干中

的"限定语"--"19世纪"和"17世纪"两个不同时期，再结合"主干

语"和"答题项"可知，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西方国家在不同历

史时期对外侵略呈现出不同特点的把握情况。解题时要注

意17世纪与19世纪两个时期西方国家发展需要的不同。17世

纪，西方国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需要的是资本，这一

时期他们的掠夺仅限于货币，如对黄金的掠夺、奴隶贸易等

（包含了A、B、C三项的内容）。而19世纪，西方国家随着

工业革命的开展，需要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来满足其工业不断

发展的需要，这种侵略除造成包含A、B、C三项的影响外，

还破坏了亚洲国家的传统经济。如果对历史阶段特征不清楚

，容易造成误选。本题的正确选项是D项。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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