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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 史史

主观题备考：读懂材料 适应情境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杨 滨

目前，高三一轮复习接近尾声，除了对知识层面深度、广度的延伸之外，考生还需要关注等级性考试的方向和答题方

法。其中，主观题的答题方法是大家在现阶段需要留意的关键问题之一。应从有效性策略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

根据新课程标准（2017 年版）学业水平考试与命题建

议来看，等级性考试是以历史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考查学

生掌握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程度为目的，以新情境下

的问题解决为重心，命题尤其要注意试卷中所有试题是否

能够综合考查出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整体水平。因此，考

生的关注点要放在吃透课程标准所涉及的考查内容、提升

核心素养能力、适应新情境。

从主观题的材料形式、问题设置及考查视角三个方面

来看，我们将北京市近三年历史科目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中主观题的基本情况做了汇总整理，如下表所示：

从材料形式来看，该题型多为文献史料，每年题目的

总体阅读量大致在2500字左右，这就要求考生在日常复习

过程中要注意提升对历史材料的阅读能力：从问题设置来

看，五大核心素养能力的考查每年都有且十分突出；从考查

视角来看，都以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为重心，包括学术、社

会、学习以及生活等多种情境，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解决问

题的能力。

从新课程标准（2017 年版）学业水平考试与命题建议

和近三年等级性考试相关主观题的考查情况来看，我们

可以归纳出一些应对主观题的策略。

重视材料阅读，看懂主观题

历史学科的思想性、过去性、多样性以及学科

严谨性决定了历史材料阅读不同于一般阅读，它既

要求考生具备普通的阅读能力，还需要掌握历史学

科所独有的阅读方法。历史材料阅读能力的提升

关键在于两大因素，即知识因素（基础）和技能因

素（关键）。

一轮复习已接近尾声，考生在解答主观题时，容

易在知识层面出现的问题是张冠李戴、知识逻辑不

准确，答题角度单一。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就是历

史概念混淆和阶段特征不清晰，因此，在复习过程

中，考生首先要聚焦历史概念、深化对概念的理解和

运用；其次要学会运用思维导图，梳理阶段特征。这

里有三种方式可以尝试运用，一是，运用聚合思维确

定核心主题。先将复习单元涉及的知识点罗列出

来，再进行隶属关系的排序，然后筛选重要的知识点

为层级关键词，再对层级关键词进行高度概括和总

结，提炼确定主题中心词，形成思维导图。二是，运

用发散思维寻找关联词。从主题中心词出发，运用

发散思维寻找层级关键词，再以这些层级关键词为

中心向下繁衍与之相关的子主题。三是，运用逻辑

思维建构知识链，梳理知识脉络。建构思维导图过

程中，虽然确定关键词因人而异，但运用正确的逻辑

思维把各级关键词连接起来是完成思维导图的重要

保证，同时可以建构知识联系，提升时空观念和历史

解释的素养能力。

在对历史知识梳理整合的基础上，历史材料阅

读技能的提升就成为了解题的关键。以文献类史料

题为例，文献类史料题多以段落的形式出现，基于基

础知识的综合、联系、多角度地论证问题，依据历史

课程知识而并非单纯的课本知识，以历史原始文献

和历史研究的相关史料为载体形成的命题史料，通

过创设新的历史情境，考查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阅读、

理解史料，并且能够分析论证相关问题的能力。这

一类主观题阅读需要关注以下细节。

首先，需要关注阅读顺序。在阅读材料之前，先

阅读问题，看大标题，知考查主题：读设问，知考查方

向；看限定词，知考点。有针对性地阅读材料，找到

与问题相关的信息。

其次，阅读材料时关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

件。历史事件通常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注意

这些时间和地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

和原因。分析材料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帮助考生

理解事件的发展和影响。

再次，关注材料出处、特殊标点和段落。有些历

史材料的出处会透露出作者的立场、时代背景。特

殊标点符号，如感叹号、问号和引号，可以表达作者

的语气和情感。通过注意这些标点符号，能更好地

理解作者对某个事件或人物的态度。“然而”“但是”

“尽管”等转折词可以表示观点的转折或对比。段落

的组织结构可以反映出题者的思路和逻辑，便于找

到考查重点。在审清问题和读懂材料的基础上，结

合所学知识进行充分说明才能更好地作答。

适应情境，弄清意图，透析主观题

从等级性考试考查视角来看，都是以新情境下

的问题解决为核心，适应新情境的陌生题成为考生必

须解决的问题。把看似陌生的题目变成熟悉题，需要

做到四点。第一，熟悉阶段特征。了解各时期的阶段

特征是回答历史考题的基础。确保对相关阶段特征

有清晰的理解，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信

息。第二，运用历史思维，多角度思考。尝试从不同

的角度思考问题。考虑不同历史观点和解释的可能

性，了解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三，练习案

例分析。利用好历史选必修教材，选择某一单元或某

一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升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第四，阅读多样化的资料。广泛阅览

不同类型的历史资料，包括教科书、学术论文、历史小

说和纪录片等。拓宽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

适应不同类型的历史考题。适应新情境创设下的历

史考题需要不断练习和积累经验。通过熟悉阶段特

征、培养历史思维、多角度思考和练习案例分析等方

法，逐渐适应并能够应对各种类型的历史考题。

弄清设问意图是回答主观题的关键一步。了解

设问意图，需要关注问题中的关键词和限定词，确定

问题类型，例如描述、分析、比较、评价等。不同类型

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回答方式和思路，结合所学考虑

问题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思考设

问的目的。通过仔细分析设问意图，你可以更好地

理解问题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回答，并确保答案

与问题的主题和目的相一致，这将有助于你提高作

答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那么，提高分析设问意图能力的方式有哪些

呢？首先，最基础的方法是通过大量练习不同类型

的试题，逐渐熟悉不同问题的结构和要求，从而更容

易识别问题意图。其次，可以通过参考答案来分

析。研究参考答案可以了解问题的期望答案和分析

思路。仔细研究答案的结构、内容和推理过程，从中

学习如何分析和回答问题。最后，进行反思和总结，

在做完练习题或考试后，回顾自己的回答和思考过

程。分析设问意图方面的成功和不足之处，总结经

验教训，并寻找改进方法。通过持续练习，逐渐提高

分析设问意图的能力。

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题目

16

17

18

19

20

16

17

18

19

20

16

17

18

19

20

史料+字数

文献 422字

文献 778字

文献 516字

文献 547字

文献+图片
400字

文献 348字

文献 353字

文献 795字

图表 283字

文献 715字

文献 420字

文献 749字

文献 221字

文献 501字

文献 586字

问题设置

指出差异、说明
原因

原因、比较、阐释

指出观点、理由、
谈看法

阐释时代特征

说明影响、简述
贡献

阐述影响

选实例，阐述观点

概括时代议题、
评析影响

比较不同、概括
趋势、分析原因

史料分类、选主题、
说明意义并列出
提纲

背景、概述过程
与意义

描述过程

评析观点

说明原因与时代
内涵

概述条件、简述
影响

考查视角

明堂

五年规划（计划）

辩论

“自写真”

考古与历史

绢与马

毛泽东的独创性

拉丁美洲与欧洲

军费与财政

华工与第一次
世界大战

南学与北学

致敬！致远舰！

延续与变迁

黄河——“中华
民族的根与魂”

柑橘与《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