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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在做历史材料解析题时，考生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答题的角度

不全面，史实与材料之间没有构建

合理的历史逻辑联系。

材料初步分析与答题逻辑构建
考生在遇到历史材料解析题

时，首先要找到题干中的关键词，依

据该关键词，在文章中找寻线索，将

文章进行有效地分层概述和整理。

例如：

欧洲原本没有棉纺织业。17

世纪下半叶之前，欧洲上流社会用

于室内装饰的棉纺织品基本上都

从印度进口。随后，欧洲从印度进

口原料进行仿制，至 18 世纪，欧洲

本土大量生产适合不同社会等级

的服装和装饰的棉纺织产品，使用

棉纺织产品逐步成为欧洲人的消

费习惯。

印花工艺是欧洲棉纺织业发展

的一个台阶。这种工艺是对亚洲的

知识、亚洲和美洲进口的染料以及

来自印度的平布和花色的全新诠

释。这种全新诠释的推动力多来自

于科学研究所、政府办公署，也来自

对于特权、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欧

洲国家还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将外

国产品拒之门外。

在18世纪70、80年代，法国等欧

洲国家棉纺织业发展缓慢，而英国

的棉纺织产业却飞速发展。1792年

至 1815 年间，英国享受经济繁荣的

同时，欧洲大陆却经历着巨大的政

治动乱和经济动荡。在动荡中，法

国等国家的棉纺织生产和印花产业

几乎荡然无存。

——摘编自（意）乔吉奥·列略

《棉的全球史》

问题：阅读材料，结合时代背景

对 17、18 世纪欧洲棉纺织业发展的

特点进行分析。

解题：首先找到题干中的核心

关键词“17、18 世纪欧洲棉纺织业

发展的特点”，以其作为主体在文

中找寻线索。通过阅读材料，我们

可以在文中找到关于核心关键词

的描述：起初欧洲没有棉纺织业，

在政府、科学研究所等领域的支持

下，逐渐产生了棉纺织业；随着欧

洲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欧

洲人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选择棉

纺织产品；欧洲的棉纺织技术在不

断地实践与创新中趋于成熟。在

文中最后一段，我们发现在欧洲，

除了英国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以

外，其他例如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棉

纺织业发展缓慢，即棉纺织业在欧

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综上所述，

概述 17、18 世纪欧洲棉纺织业发展

的特点主要包括“欧洲棉纺织业从

无到有，在政府保护下不断创新”

“棉纺织品从上层奢侈品逐渐变为

日常消费品”“棉纺织技术不断革

新 ”“ 棉 纺 织 业 在 欧 洲 发 展 不 平

衡”。待其特点找齐后，我们再结

合历史史实对特点的产生加以解

释，就可以避免出现因内容角度不

全面而失分的现象。

材料解读与历史解释
基于对材料的分层和整理，我

们可以对历史材料解析题的答题

逻辑基本构建。根据自己的所学，

对材料中出现的历史特征、历史现

象进行“史论结合”的历史解释。

例如，文中出现的历史特征或历史

现象是因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造

成的、是否受到时间、空间和阶级

属性等因素的影响、文中出现的历

史现象对其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

哪些影响等。

近 几 年 ，高 考 历 史 命 题 突 出

“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积极发挥

以史育人的导向作用。《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

也不断凸显着高考命题中对高中

历史核心素养的考查倾向。而材

料解析题则是高考命题趋势的重

要体现。目前，材料解析题是高

考 历 史 试 卷 当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部

分，它对学生知识的考查范围涉

及非常广，对学生阅读文字材料

能力、提取有效信息等方面的能

力考查度极高。由于它赋分分值

高，设问灵活性强，一直以来都成

为很多学生高考做题时最大的挑

战题型。

对高考生来说，材料解析题既

是对自己主干知识能力掌握程度

的考察，也是对自身核心素养发展

水平的考验。很多考生考试中遇

到历史材料解析题就表示“令人头

大”，而在日常考试中，往往会因为

考试的压力，致使自己在材料分析

题上失分严重，“雪上加霜”。由此

可见，精准掌握历史材料解析题的

复习技巧，减少不必要的失分，对

于准备迎接考试的考生来说至关

重要。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层面

来谈一谈高考历史材料解析题的

应对方法。

例如：

晚清重臣张之洞 1909 年 10 月 4 日

去世，各方对其评价相去甚远，可谓“盖

棺难定论”。

材料一 1909 年 10 月 6 日，清内阁

奉上谕对张之洞评价：“公忠体国，廉正

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

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

功甚伟……（1907年）入参机要，管理学

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勋劳……服官

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

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

材料二 1909 年 10 月 12 日，倾向立

宪的《神州日报》刊文，“中国近数十年

来，言维新变法者不一其人”，而张之洞

是“位高望重而又唱之最早、持之最力

者”。“综观公之生平，其于一切新政，不

得谓无直接间接之关系，而今日一切新

政上之所由徒有形式而未得其精神者，

要亦受公之影响。盖公之学识，一半新

半旧之学识耳”。

材料三 1909 年 10 月 7 日，同盟会

会员主办的《民吁日报》评论：“（张之

洞）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

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然

而其眼光最灵，心思最巧，又深知徒讲

旧学，泥成法之不足以弋时望、保高位

也，于是缘饰一二西法，以为进行政治

之方针。至一有摧抑，不惜自贬其身

价，以求为保利禄计。”

问题：结合所学，说明形成以上三

种不同评价的原因。

解题：首先通过对材料的初步解

析，我们找到了三种对于张之洞的不同

看法。清政府认为张之洞功不可没，忠

君爱国，在办洋务、守卫地方和改革科

举教育上作出贡献。《神州日报》认为张

之洞在推动改革，兴办洋务等方面有促

进进步的作用，但是对西学掌握不精，

学习西方的改革进行得不彻底。《民吁

日报》认为张之洞不了解西方近代政治

制度，张之洞倡导洋务和新政的目的是

个人的功名利禄。

基于对材料的全面了解和概述后，

我们开始结合历史史实对三种看法出

现的历史原因进行解释。三种不同的

观点都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因此

影响三种不同评价产生的原因和评价

者本身所处立场有紧密联系。20 世纪

初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

下，各阶层皆在探寻救亡图存之路。

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

物，在面临民族危机下选择通过学习

西方器物拯救中国，维护清政府的统

治。而这三种对张之洞的评价恰恰反

映了三种政治立场对洋务派、洋务运

动的认知评价。他们分别代表了清政

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不同的政治

立场：清政府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

目的，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因此对张之

洞是极为夸赞的；而《神州日报》主张

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因此其认为张

之洞只学习器物不改变政治制度是舍

本逐末，在对张之洞的评价中既肯定

了其学习西方的行为，又提出张之洞

学习西方的程度不够彻底，“对西学掌

握不精”；《民吁日报》作为革命派同盟

会主办的刊物，要求推翻君主制，提倡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其将

张之洞的行为视作维护个人功名利禄

的行为。综上所述，三者基于不同的

政治立场，对张之洞作出了不同评价。

以题为例 阐释解题步骤与技巧

1.在日常的历史学习中准确掌握核
心主干知识。

所谓“论从史出”，所有对于历史现

象的解释与评判，都是基于扎实的历史

学识。因此，考生在二轮复习中，要注

重对历史主干知识的掌握程度。只有

清晰掌握影响历史发展趋势的事件、人

物等相关史实，才能客观、全面地对历

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评述。

2.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把握历史发
展趋势。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时间、

空间的不同，会出现多元的历史特征。

因此，考生可以根据历史的时代特征进

行分化与概括，掌握每个历史时期的阶

段性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例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逐渐

发展。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冲破其发展的阻碍，西方各国在政治上

通过改革或革命等方式在本国建立起

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在思想领域，为了

配合资产阶级冒险探索获得财富、积累

财富的欲望，人文主义逐渐在欧洲盛行

并加以发展。

3.用历史知识解释历史现象
随着高考主观题的评价标准日趋

灵活，高考的评分标准也更具开放性，

越来越多的高考题强调对历史思维水

平的考查。因此单纯靠照抄材料或背

诵知识点的“照本宣科”式解题已不能

适应目前高考的考查趋势。考生要善

于思考，勤加练习，用所学历史知识解

释历史现象，分析由于时代背景或个人

立场等因素造成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

多元评价，解释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及

影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与练

习，考生在面对高考历史材料解析题时

才能以更加清晰的思路高效解题。

二轮复习中关于应对历史材料解析题的建议

史论结合 高效应对历史材料解析题
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教师 孙旭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