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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646286.htm 一、选择题 （一）审题的基本

思路 第一步：审清主题。有些高考卷的选择题采用的是主题

式命题法（如2009年北京文综卷），即首先用一两句话表达

一个主题，然后选择与主题有关的知识点命题。因此，审题

时要审清主题是什么，某一主题下包括哪几道题。 第二步：

审题干。具体来说，要审清以下几点：要选择的是什么，主

体知识（史实、观点）、限制性条件，材料的意思，某些概

念或加引号词语的含义。 第三步：审备选项。从史实与观点

是否正确、与题干（材料）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审读。 具体到

做题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二、三步。 （二）审题的基本方法

1．细看试题 审题的最基本做法是把题干和备选项细看一遍

，千万不要只看一半就作出选择。 2．明确结构 一般选择题

的题干由选择项、主体知识和条件限定语构成。选择项是指

要求选择的内容，主体知识是选项论述的直接对象（史实或

观点），条件限定语是对选择项在时间、程度、区域等方面

的限定。审题时要仔细推敲题干，搞清题干中的选择项、主

体知识和条件限定语。 3．联系知识 选择题主要是考查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再认再现、理解、运用。因此，在审题时，一

定要联系相关知识，一是为了对备选项进行筛选，二是为了

准确理解材料的意思。 4．辨析备选项 现在的选择题，不仅

难在对题干的理解与信息获取上，也难在备选项中的陷阱越

来越多、越来越隐蔽。特别是有的备选项，无论是史实还是

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不符合题意，因而具有较强的干扰性。 



辨析备选项，就是审清备选项中哪些是干扰项。备选项的干

扰性主要表现在：史实或观点正确，但与题干时间不符；史

实或观点正确，但与题干不是同类知识（如题干要求选择的

是经济方面的，但备选项是政治方面的）；史实或观点错误

（张冠李戴、不符合实际、以偏赅全、绝对化）；前面正确

后面错误（不看完题绝对出错）；与题干基本符合，但不是

最佳选项（需要进一步结合限制性条件并从多方面比较，确

定最佳选项）。 5．运用观点 选择题大都渗透着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继承与发展、对立

与统一、个性与共性等，做题时要以这些理论观点为指导进

行选择。 二、材料解析题 （一）材料解析题的审题思路 第一

步：审问题。明确答什么、怎么答、答多少。 第二步：审引

导语。有的材料解析题，特别是综合题，在题目前面有几句

导入性的话，看似多余，实际上其中包含着主题等对解答问

题有用的信息。 第三步：审读材料。材料的类型多样、来源

广泛，无论是什么材料都要仔细阅读，弄清材料中的史实与

观点，弄清材料之间的关系、材料与问题的关系。 （二）材

料解析题的答题方法 1．分析问题，明确要求 首先要搞清楚

要求回答的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性条件（时间、地域、人物

等）。有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几个要求回答的内容，有的问

题是以对上一问的回答为基础的，如“对此⋯⋯”。审题时

最好把要求回答的内容的中心词和限制性条件用笔画上记号

，以防答题时遗漏和疏忽。其次，要看清或分清根据什么回

答，一般有四种设问方式：结合材料回答、根据所学知识回

答、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没有对回答依据作出明确规



定。前三种设问实际上已指出了答题依据，第四种要自己根

据问题和材料分析，一般也是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最

后，还要注意每问的分值。 2．结合问题读材料，获取信息 

材料应该读两遍：第一遍，明白大体内容（讲的是什么），

结合材料中的字词和介绍材料出处的说明（时间、会议、人

物等），建立材料与所学知识的联系（从人物、事件、时间

等方面），弄清考查的是什么时期的什么知识，分清材料中

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观点，看材料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还

是相互补充；第二遍，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某则材料，

确定有效信息。有效信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与课本知识有

关、有助于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的词语或句子；另一种

是与要求回答内容有关、能够转化为部分答案的语句。为便

于组织答案时利用材料中的有效信息，要用笔画出相关的词

语、句子，这样的词语、句子一般在材料的开头、中间、结

尾处。如果材料中有效信息较多的话，要对材料中的史实与

观点（评论）分点或分层。分点或分层的办法，一是参照材

料中的标点符号（一般有几个分号或句号就分为几点），二

是按照逻辑关系（如因果关系、并列关系）来划分。 3．紧

扣问题，组织答案 （1）一定要做到“怎么问就怎么答”，

并且按要求回答，即注意答题依据和限制性条件，如问题为

“根据材料⋯⋯”，那么，答案只能来自相关材料；〖JP3〗

如问题为“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那么，答案必须来

自材料和课本两个方面；如问题为“根据所学知识回答”，

那么，答案主要为所学课本知识；如果没有规定回答依据，

则要视材料和问题来定。 （2）如果某一问有若干个要求回

答的内容，要把表示回答内容的中心词（如原因、意义、措



施、区别等）写在具体答案前面。 （3）要做到段落化、要

点化，一般一问为一段，若一问有几个答案要点的话，用序

号标示出来。 （4）根据具体问题和问题赋分确定答案的多

少，如“内容”“措施”“原因”“意义”“异同”等应多

答；问题中有“什么”“哪些”“怎样”等词语，其所包含

的答案要点一般不止一个。高考一般每个答案要点2~3分，赋

分多的要多答。 （5）对于“启示”“说明”“经验教训”

类问题的回答，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组织答案，不要在

某一个方面过多地叙述或分析。 （6）对于认为很难的问题

，根据材料和课本知识，能答多少答多少，不要留空白。另

外，对于那些要求根据所学知识回答的问题，评分标准往往

是“答案合理即可得分”，实际上给考生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 4．认真检查 检查的主要目的不是修改，而是看有没有漏

题、做错题，是否多角度回答了问题；对于已经写好的答案

，最好不要改动，保持卷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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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