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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如有疑惑，请点击访问百考试题百科，百考试题百科竭

诚为您答疑解惑！ 命题特点与方向 在考试之前，教育部考试

中心会出台一些考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考试大

纲。历史学综合考试的大纲一般在每年7月面世，最迟不会晚

于8月。考试大纲覆盖了命题者考查知识点的基本范畴与框架

，同时题型设置与考核目标也在考试大纲中有所说明。因此

，对考试大纲的初步了解是熟悉历史学综合考试及其试卷基

本构成的关键。 考生在决定考研之后就要仔细阅读考试大纲

，务必要将考试的规则性、规定性的内容了然于胸。但是，

仅仅了解大纲是不够的。首先，大纲里透露的是以原则性的

、概括的考试内容提点为主，起着宏观指导的作用，具体的

知识点并不包含在其中。其次，大纲的考核目标以及考查方

法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说明，对于初次接触的考生来说并没有

实际的指导作用。所以除了关注考试大纲，考生还需要

对2007年、2008年、2009年的真题作深入的分析。真题是命题

人命题思想、考查手段、难度侧重甚至是陷阱设计方面信息

的全面反映。可以说，对真题的深入分析就是考生零距离接

触、分析命题人及其命题特点与方向的过程。对真题的不断

研究、分析需要贯穿考生备考的全过程。 在解读大纲方面，

有三点需要考生注意： 第一，历史学统考在内容方面主要包

括四个部分，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与



世界近现代史。但大纲中也同时强调，在这四部分之外，史

学理论与史学史甚至是一些历史地理学、博物馆学的知识也

会有所涉及。第二，在知识的分布比例上，中国古代史与世

界近代史权重稍大，各占30%，而世界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

史则分别占20%。可以说这一基本比例与我国历史学学科发

展的现状比较一致，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第三，在题目

的设置方面共有四道大题，每一道大题都有若干的小题。小

题的命题也是基本按照先中国史后世界史，先古代史后近现

代史的顺序进行。在材料解析的两道题中，第一题通常都为

中国史，后一题为世界史。简答题的四道题则是按照时间顺

序，每一部分一道题。 结合2007年、2008年两年的考试大纲

以及真题，我们基本可以对历史学综合考试命题的特点与方

向做一个总结与梳理。 目前，历史学综合考试的命题思路基

本以考查本科阶段所学习的历史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等为主，其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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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到各个题目，选择题基本上是知

识点的简单再现，考查的是考生具体历史知识点的覆盖面。

书读得越细致，准备得越细致，掌握的知识点越多，做选择

题成功的几率也就越大。但2008年与2007年相比，选择题的

难度略有加大。因为在各种选拔性考试中，选择题都是提高

区分度的一道理想题型。 在考查知识点的再现方面，名词解

释题进一步承担起区分不同知识面、不同水平考生的作用。

从2007年第一次统考开始，名词解释这一部分的题目就出现

了一些比较偏的名词，甚至出现了一些看书不很细致的考生

闻所未闻的名词。对于这方面的考查，考生需注意两点：第



一，不要单纯地认为世界古代史出冷僻名词的几率更大。一

些考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误区，原因就在于世界古代史这一

部分目前在我国历史学各学科中属于偏薄弱部分，一些高校

在开设相关课程时就不尽详细。实际上，生僻的名词在历史

学的四部分中都可能出现，即便是我们最熟悉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中也照样可以找出比较生疏的部分，2008年统考真题

中的部分题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二不可盲目追求“冷

”、“偏”、“难”。名词解释的命题思路是，在保证区分

度的情况下促进考生尽可能更多地熟悉历史知识。因此，考

生的着眼点应该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现象、重

要结论为主。如果想取得更为理想的分数，还应该在复习中

多注意一些次重点，并通过相关的课外阅读扩大知识面。 在

材料解析题方面，有一点需要说明。通过对两年统考真题的

总结，无论给出的历史材料多么生僻、晦涩，但问题与解答

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历史背景。同时，材料解析

题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通常并不偏狭，只需要考生将背景与

具体材料相结合即可。 在简答题方面，点式题、线式题与面

式题是三种基本题型。其中，点式题最为简单，线式题为考

查单一历史事件的历时性梳理，面式题则多为平行的两个历

史事件的对比与分析。可以说，简答题是最能考查考生历史

基本能力的。单纯知识点的堆砌已经很难胜任相关的论述，

通过对历史学学科特点的掌握并合理地建立学科知识体系是

制胜的关键。 最后需要提醒一点，近两年的统考给我们一个

信号，只有教材才是我们复习的最好参考书，任何时候考生

的复习都要立足于课本，其他参考书只能作为一个补充。 下

面来谈谈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如何备考历史学。我们对历史



知识与历史学科的学习，最终都要回归到考试之中，这也是

我们复习的基本目标。因此在前两轮夯实基础、深度挖掘之

后，考生第三轮复习应该以巩固从前、加深认识、应对考试

为主了。本轮复习除了课本之外还需要花一定精力去研究真

题，体会真题。在知识层面上，考生经过了前两轮的复习，

对历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属于“进得去”层

面。在第三轮复习中考生应该努力学着“跳出来”。例如，

当考生对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已经比较深入，可以考虑将其放

置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即人类文明的视野中去重新理解和解释

。当考生真正能够“跳出来”，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步入一个

更深的层次。此外，考生应该集中、深入、反复地对2007年

、2008、2009年的考试真题进行钻研。在经过漫长的三轮复

习后，考生对历史学学科的理解和掌握早已不同于前，这时

，对真题的熟悉以及对应试技巧的总结就是考生成功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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