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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试题的核心题型 介绍具体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加深

对名词解释这一题型的认识。统考试题中，名词解释共八题

，题十分，共八十分，占到总分的四分之一强，低于简答题

的五分之二。从分值上看，似乎名词解释没有简答题重要。

然而，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名词解释是贯穿于整个试

题之中的。其一，二十个单选题，大部分可以看做是名词解

释的变形，如07年1题，考的就是“稷下学宫”。其二，在史

料题中，一种考察的方式是对材料中出现的名词进行解释，

如07年29(1)要求解释材料中出现的“四子书”“大比”“进

士出身”“传胪”。其三，简答题(包括史料分析题中的简答

题)，有些是可以看成是名词解释的重新整合或对某一重大历

史事件影响的概述。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名词解释是核心题

型这一论断了，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答案，我已在

新手入门贴中指出：考研历史考的是史实!而考史实的最好题

型就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名词解释，而不是论述题。名词解释

成为核心题型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它可难可易。一般而言，名

词解释的题干只有二至六字，如果试题中出现较为偏的名词

解释，则考场上会有很大一部分考生空写或写的不着边际，

其结果是白白失去了十分。因此，名词解释也是最有区分度

的题型。 二、次重点：考研历史名词解释的范围 前文已经指

出，虽然简答题所占分值高于名词解释，但试题的核心题型

是名词解释，而不是简答题。那么，在引入“次重点”一词



之前，我们先明确简答题的考试范围。对比历年的简答题于

考试大纲，我们很容易发现大部分简答题是考纲上的三级标

题。因此，可以把简答题的考试范围称之为“重点”。 与简

答题不同的是，名词解释的范围是“次重点”。那么，何谓

“次重点”? 1、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史实. 2、重大历史事件的

一部分或对重大史实产生过一定影响. 3、具有相对性，即“

次重点”是相对重点而言。如07年27题《九十五条论纲》，

相对于宗教改革就是次重点.08年26题圣德太子改革，相对于

大化改新也是次重点。 尽管如此，次重点的依然是较为重要

的史实，在历史上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如普遍认为较偏的08

年28题德福雷斯事件，事实上，次事件是19世纪未法国历史

上重要的排犹事件，对法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过重要影

响。 正是由于名词解释的次重点特性，才使得我们明确了名

词解释的范围：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是名词解释的范围，像前

文所举的大化改新，宗教改革不可能直接作为名词解释.同样

，过细的知识点也不在次范围之内。 三、真题分析：最易忽

视的工作 名词解释真题包括题干和参考答案两部分。分析真

题中的名词解释是考生最易忽视的工作，而对参考答案的忽

视程度远甚于题干。长孙以为两者同样重要。 题干。通过对

题干的分析发现，题干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最直接

的就是题干在分布上，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

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各占两个(07年即例外)。而

在世界古代史中，一般是欧洲文明一个，亚非一个。就其内

容而言，主要集中于改革、战争、文教、经济上，而鲜有人

名、地名，其原因可能是人名、地名要点过多，判卷时不易

把握。但需要指出的是考试大纲并未明确说明此类名词不考



，因此，在复习中，对于较为重要的人名、地名，还是要予

以重视，毕竟此类名词可以以单选、史料分析的形式出现在

试题中。 参考答案。对于名词解释的分析是被普遍忽视的。

究其原因，一是考生认为考过的不会再考.二是认为参考答案

的字数太少，过于简洁。其实，这两种观念都存在误区，可

以说，正是对参考答案的重视，才有本文的的核心部分第四

章。本文所讲之方法，最早的灵感就来源于此。对于名词解

释的参考答案的字数分析，我将在第五章专门论述。 四、三

段论：可行的高分模式 在介绍了名词解释的范围之后，进入

本文的最重要部分：如何解答名词解释。 长孙总结的三段论

认为名词解释的答案应包括概括句、分述部分、影响与作用

句(结尾句)。可以看出，三段论不是三个段落，而是指有上

述三部分构成的完整的答案。如09年23题官督商办：“①洋

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②一般由商人

出资认股，由清政府委任官员督办。③官督商办方式对民用

企业早期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①为概括句，②

为分述部分，③为影响与作用句。 整体上看，三段论的答案

呈现“总-分-总”的形式，这种形式与考研英语大作文的三

段模式很相似。 应当给与重点关注的三段论的概括句。在答

题时，考生最易忽视此句，而直接进入展开叙述，这是考生

不能获得高分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必须要概括句

呢?其原因在于概括句能直接而准确地告诉阅卷者，这个名词

解释是什么!假如有一本专门论述少年中国学会的著作，而此

前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少年中国学会，当你深入此书后，慢慢

地你会知道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团。若干时间

后，你可能忘记了书中关于该社团成立时间、主张、活动的



具体叙述，但你依然记得：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的社团

。是的，这句活就是该名词的概括句。更通俗的例子是，当

别人问你什么是火龙果时，你会告诉他火龙果是热带的一种

水果，而不是喋喋不休的告诉他火龙果的成分构成和生长环

境。 至此，我想大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概括句就是用准确

而简洁的语言概括某个名词的主要特性的句子。 概括句的重

要性在于，它能使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地知道考生对该名词的

掌握程度，是最能体现考生水平的部分，也是获得高分的关

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撰写概括句?长孙以为，一个完整

的概括句应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时间、地点、施动者、行为

、原因、目的、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个名词都要写

出以上七项，二是根据名词的具体特点而有选择的使用。一

般而言，中国古代史的名词要指出朝代，世界史的名词要指

出国别(包括已经消亡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名词则要灵活的

多，即可根据晚清、民国、中共来划分时间，亦可根据重大

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来划分所属时间。 三段论

的第二段是分述，此部分是详细解释名词的具体内容。一般

而言战争类应写明交战双方、原因、经过、结果.改革应主要

写明改革内容。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该部分是对每个点深

入的写还是尽量简洁地多些要点?我倾向于后者。这是主要是

按点给分的缘故。 就第一段与第二段关系而言，尽管两者有

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即有些内容可放

在第一段亦可放到第二段，如战争的原因。 第三段是影响与

作用，这部分较为简单。应予注意的是与第二段的分述不同

，第三段应指出名词对历史的最主要的影响与作用上。 五、

字数：六分钟的限制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



在考场上我们有多长时间来完成一个名词解释。根据分值时

间比，我们每个名词的答题时间为6分钟(180*10/300)。 但若

按此计算，每个史料分析题和简答题的只有18分钟的时间。

而18分钟来完成信息较大的史料分析题显然是非常紧张的。

因此，我们需把时间缩短至5分钟/个。 真题名词解释的参考

答案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据统计，历年统考名词解释的

参考答案平均字数(包括标点)分别为：07年76.6字，08年85字

，09年85.6字，三年平均为82.4字。 由于阅卷时，是按点给分

的，如果考生能答出参考答案上的所有要点，即使字数不足

百字，考生依然能获得高分(8分以上)。但是以不足百字答全

参考答案上的所有要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三段论来看，

最难答全要点的是第二段。由于名词的要点很多，而参考答

案只给出部分重点，而考生在考场上则是尽量求全，这就使

得考生的答案字数比参考答案字数要出很多。为了详细说明

这个问题，，仅以09年24题官督商办为例：分述句为“①一

般由商人出资认股，②由清政府委任官员督办”，除此两个

要点之外，其它要点如官督商办出现时间、何时消亡、采取

此形式的著名企业等要点也是我们易于想到的。而三段论中

的第一段和第三段在字数上一般差别不大。 尽管我们在字数

上要多于参考答案，但并不意味多多益善，因为我们有最多6

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名词解释。具体字数，建议以150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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