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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在信息充分获取和合理处理之后，就需要

运用历史思维对其进行解释。怎么解释？首

先就是要做好时空定位、调动和运用所学过的

历史知识，然后用这些历史知识分析历史现象

背后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揭示其本质和规

律，也就是形成对一历史现象的评价和认识。

注重使用历史语言转化材料信息

最简单的运用历史思维解释信息的方式就

是能够充分利用材料信息，将其转化为历史事

件、历史语言，比如看到“1921—1949 年”，你就

可以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到“1978

年以后”，就将其转化为“改革开放以来”；再比

如看到“民主、自由、平等”，就可以用“启蒙运

动”来解释其原因。这样的历史语言既是表示

了时间段，又是重要的时代背景。

注重对历史现象和
历史背景之间构建解释

当然，想要获得高分，还需要将历史背景和

具体历史现象之间构建合理的历史解释，而不

是简单的罗列。比如2023年西城一模第18题，

需要学生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公制度量

衡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第一步可以形成的简单

逻辑链如下：

中世纪，封建制度，

教权与王权二元政治格局

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科学革命、启蒙运动

ü

ý

þ

ï
ïï
ï

ï
ïï
ï

法国制定

更科学的

公制

度量衡体系

这些时代大背景如何能对“法国制定更科

学的公制度量衡”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呢？也就是需要在背景和现象之间再加上一句

话，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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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考场中沉着冷静，按照方法最大程度

获取有效信息是我们能够驾驭试题的基础。同

学们在备考冲刺的最后阶段，一定要在一轮和二

轮复习梳理主干知识的基础上，关注阶段特征，

包括短时段的、长时段的、同时段的中外不同特

征，都是需要熟记的，是帮助你对试题中所有呈

现的历史现象构建合理历史解释的必要储备。

火眼金睛“取”信息 历史思维“释”信息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教师 刘 童

目前，高三学生已逐步进入高考冲刺阶段。此时，对考生来说，完成基本史实的查缺补漏、回归教材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提升

解题技巧也不容忽视。在解题技巧的提升过程中，建议同学们做好以下两个环节。

注重对单一史料划分层次

划分层次、概括段意，是同学们在

语文阅读中常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在

历 史 学 科 的 史 料 阅 读 中 同 样 适 用 。

特 别 是 在 一 个 问 题 中 只 有 一 段 史 料

支 撑 的 时 候 ，划 分 段 落 层 次 、概 括 段

意，这个方法对于提取关键信息尤为

重要。例如，2022 年高考历史北京卷

第 16 题：

材料一 唐与突厥互市，“以金帛市

马”“以助军旅”，唐马“既杂胡种，马乃益

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唐代驿制

“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

九所”，各驿站的官马多至 75 匹、少至 8

匹，“冠盖相望，邮驿继踵”。 //士庶也喜

骑马出行，“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 //

马球蔚然成风，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

球，比亦令习”。

材料二 突厥、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

贸易，规模巨大。//回纥“每一马易四十

缣（注：细绢），动至数万匹”，除自身消费

外，还将多余的绢帛通过中间商人不断

向西销售。//突厥、回纥还开始建设据

点聚积物资，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

壁，造立寺观”。 //回纥最初“风俗朴

厚”，获得唐朝厚利后，登里可汗“筑宫殿

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本题有两段材料，分别从“游牧民

族 对 农 耕 民 族 的 影 响 ”和“ 农 耕 民 族

对 游 牧 民 族 的 影 响 ”两 个 角 度 讲 述 。

因此，每段材料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单一史料，考生可以使用分层的方法

提 取 关 键 信 息 ，一 般 来 说 句 号 、省 略

号就是一层，但以逗号为一层的情况

也有，考生不要掉以轻心。按照上述

图片所示的层次进行划分后，就可以

逐 层 提 取 信 息 ：“ 唐 与 突 厥 互 市 中 ，

引 入 突 厥 马 种 ，改 良 了 中 原 马 匹 质

量 ，壮 大 了 唐 的 骑 兵 部 队 ；驿 递 得 到

发 展 ；社 会 风 气 随 之 转 变 ，士 庶 也 喜

骑马出行，马上运动兴起；”而“少数

民族获得大量织物，同时通过中间贸

易获得财富；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族交

融 ，吸 收 汉 文 化 ，社 会 上 层 建 造 宫 殿

以 居 住 ，贵 妇 粉 饰 装 扮 ”。 用 这 样 的

方 法 可 以 有 效 避 免 信 息 遗 漏 。 最 后

根据这样的阐述后做一小结——整体

而言，农耕与游牧民族互动促进了民

族交融交往交流。

在分层的过程中，考生还应注意，

有时会出现一层中包含了两个内涵，甚

至跨层的内容却共同表达了一个信息，

这种情况往往隐含在长句中，考生不要

疏忽。例如 2023 年东城期末第 18 题第

一问：

①15-17 世纪的中国经济首次面

对全球经济的新格局，西欧和日本商

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

瓷器、茶叶、蔗糖，西欧商人把东南亚

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澳门成为重要

的贸易中转站之一，西方学者将其概

括为“丝—银”对流。//②巨额白银资

本的流入，刺激了太湖流域及东南沿

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物价多以银

两计算。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

马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③基督

教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网状基督

教文化圈。//④原先无法挑战中国朝

贡制度的那些国家如日本、缅甸以及

葡萄牙等殖民者，也居然能与中国作

对，甚至发动对中国的攻击。//⑤晚

明（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中叶）历

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

在这段史料中的第①、②、④层都

隐含着双重信息。第②和第④层的双

重信息比较明显，第②层中不仅提到

“白银流入中国”还能看到“商品经济

发展”；第④层中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中国的朝贡体系受到动摇，同时国家

安 全 受 到 威 胁 ，因 为 这 一 层 还 提 到

“ 甚 至 发 动 对 中 国 的 攻 击 ”。 这 样 的

隐 含 信 息 只 要 心 细 是 可 以 准 确 识 别

的 。 但 是 跨 层 隐 含 信 息 的 提 取 难 度

就比较大了。在 第 ①层 中 学 生 很 容

易提取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贸往来

频繁”的信息，但却忽略了材料中的“

‘丝—银’对流”这个信息，这与第②层

中的“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马

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可以共同概括

为“一个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

络逐渐形成，取代了传统的海陆丝绸

之路”。这就是不仅隐含在一层中有

双重信息，而且还需要跨层概括。若

想在这样的题目中拿到满分，不仅需

要熟练掌握相关史实，还需要具备这

样的解题意识和技巧。

注重对图表、地图、结构示意图等
史料的信息分析

相较于文字信息的提取，图表数字

材料信息的提取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难

度较大。在这类题目中，考生需要认真

审题，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寻找材料中

的哪些数字信息，再看清楚图表信息中

的诸如表头项目、横纵坐标、注释等一切

能够帮助自己理解数字含义的关键信

息，这类题目在 2022年的北京高考第 19

题中有所呈现，考生只要做好审题、看清

横纵坐标代表的含义、关注注释了解新

名词的含义即可答题。

地图、结构示意图这样的史料信息

提取难度也很大，而且一般情况下练习

的机会并不多，下面借助一个示例来找

找方法，即 2023年东城区一模第16题：

挖掘地图信息的时候，首先要审

题——“概括明长城的特点“，我们就要

在图例里面先看长城的标识，然后在地

图中确定长城的位置是西起嘉峪关、东

到山海关，由此就可以概括出长城具有

“规模大、地域广”的特点；再仔细观察长

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地图中的长城还

有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上图中圈出的区

域，这就提示我们，长城不仅一层；再根

据九边重镇的图例，在地图中可以看到

其分布的情况，京师附近分布是相对密

集的、分布在一些重镇，也是呈现出“多

道”的防御体系。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才

能把地图信息挖掘全。此题的材料二是

结构示意图，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示意

图的结构，其实就是包含关系。“长城本

体”“军事聚落”“互市”这三部分都属于

明长城的组成部分，看到有“互市”，我

们才能得出长城具有“经济贸易”的特

点。而在每一部分中，我们也要把信息

看全，比如长城本体中除了墙之外还有

“烽火台”，“军事聚落”中包括“驿站、哨

所”，我们才能得出除了军事防御功能

还具有“通讯预警”的特点。因此结构

示意图这类材料信息的提取一定要关

注结构和细节。

注重对多则史料的逻辑分析

在高考试卷非选择题部分中，较

高难度的试题、开放性试题必然是由

多 则 史 料 、甚 至 是 碎 片 化 的 史 料 构

成。面对这种题时，考生无需慌张，你

可静下心来先整体把握每则材料的主

旨，在此基础上，要对多则史料的逻辑

关系进行分析，或者按照不同角度进

行 分 类 ，例 如 2022 年 北 京 高 考 的 20

题、2023 年东城、西城、海淀一模的第

20 题，都属于这类情况。我们可以从

背 景 、内 容 、影 响 的 角 度 进 行 逻 辑 梳

理，也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

行分类，还可以按照不同区域的影响

进行分类。总之，回归历史研究的思

维方法，是这类试题创设的初衷。

充分提取信息，凝练概括性语言一 二
调动基本史实
运用历史思维解释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