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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73_645189.htm 历史学统考的内容涵

盖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史学史、考古、历史

地理等诸多方面。尽管大纲限定了考试的范围，但在已经举

行的两次统考中，与大纲直接相关的考题几乎没有。在这两

次统考的卷子中，题目不是在大范围之内、小范围之外的略

显刁钻、孤僻的内容，就是既包含了大范围也穿插了小范围

的纵横贯通的内容。因此，如何抓住重点内容就成了专业课

复习的关键。下面将让跨考历史学教研室的李老师带领大家

从中国通史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世界通史的世

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

分享该如何把握历史学的复习重点。 中国古代史：三分天下

有其一 通过对2007、2008年历史考研真题的研究，我们会发

现命题中明显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2007、2008年中国

古代史选择题各占10分，名词解释2007年占30分，2008年占20

分，史料分析各占30分，简答各占30分。2007年中国古代史

共占100分，2008年中国古代史共占90分，在总分中占将近三

分之一。在2009年的大纲中，中国古代史仍占据着30%的比重

，中国古代史地位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动摇。中国古代史在复

习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个人推荐选用张岂之主编的《中

国历史》14卷。这套教材的优点在于内容较全，而且在章节

的划分上不仅包括断代的变化，也将政治、经济、文化、重

要的历史事件等诸多方面在不同的章节中进行分门别类地讲



解。这套书的薄弱之处是内容太全、章节较多，导致整体脉

络不清晰，而且具体的名词、问题分析的概括性内容较少。

这就需要其他辅助书籍：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这也

是历年历史统考比较推崇的指定复习书目之一，此书可以弥

补上述不足之处。另外，张传玺的《中国史纲》，晁福林、

施建中的《中国古代史》也比较适合脉络整理。这几套书相

对于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来说，读起来更容易，但又

失于简单，应该配合阅读。 推荐参考书目：张岂之：《中国

历史》1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

民出版社.张传玺：《中国史纲》，晁福林、施建中：《中国

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史：关注大纲的

变化 相对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历史学基础统考中

占的比例较小，大纲要求占全部权重的20%，但总体难度和

要求考生对整体大局的掌握程度并未因此降低。相反，中国

近现代史的内容在各个章节要求掌握的内容却是很多的。

从1840年起100多年的历史中，在这两次统考中也是有侧重的

，如晚清民国时期的几十年内容中，内容多且重要，应该好

好把握，安排足够的时间来复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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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试题中几乎

没有出现，考生应该合理分配复习时间。 相对于中国古代史

来说，中国近现代史的考试命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考研大

纲在不断变化，每一年新大纲中的措辞和提法，与前一年的

大纲都有所区别，因此，注重变化也是备考历史学统考尤其

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省时省力、直击重点的好方法。 推荐

参考书目：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王桧

林：《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郭大均：《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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