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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审题和问题拆解后，考生要回答具
体问题并形成、优化答题结构。这个过程中
需要调动过往所学，能体现考生的角度意识
和历史思维能力。

首先，考生要注意材料之间的逻辑关联。
如2024年17题，仅就材料一似乎只能概

括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海洋资源进行
过谋划。联系材料二，尤其是材料三中的当
代海洋资源开发成果，稍结合所学就能对比
得出，孙中山的计划未能像新中国成立后得
以有序且全面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对海洋资
源进行了有序且全方位的开发，而孙中山的
谋划未能全面实施）。但材料的先后呈现，又
不难让人体会出题者的用意——尽管未能成
为现实，但孙中山的构想为新中国的海洋开
发提供了借鉴。

其次，注意答题内容的逻辑关联。
评析题通常需要多角度、全面分析“为

什么”，经常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
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但具体需
要答哪些角度，取决于这些角度与要解释的
历史现象或事件是否有逻辑关联。如本题
中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对海洋资源有谋划
而未全面实施，结合所学可知当时军阀混
战、社会动荡、国力不足应是重要相关背景，

而与民国时期社会生活、文化革新相关度不
高，答题时不能简单罗列。

最后，梳理整合，优化答题结构。
仍以本题为例，经过前述所有思维环节，

最后优化答题结构如下：
1. 民国时期：概括阶段内容——分析时

代背景——阐述影响或意义。
2.新中国时期：概括阶段内容（可按新中

国初期、改革开放后、新时代）——分析时代
背景（阶段整体分析）——阐述影响或意义
（结合材料三图例中的成就）。

3. 小结提升（可从百年历程总结发展的
本质，影响的因素等角度作答，要言之有物）。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评析题的小结提升
尤其要注意价值观问题。如2020年“评析十
三行的兴衰”，十三行在近代由兴到衰虽然
扩大了自由贸易，也是适应近代历史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势，但这是在中国主权被破坏的
前提之下，因此在小结提升中不能对此过于
赞美和肯定。

总之，在等级考试题越来越开放多元，强
调在新情境中运用学科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背
景下，题型的分类训练虽有必要但不能固化，
考生的最终目标应是能在充分的思维训练之
下学会“通经达变”。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新情
境下的问题解决为重心”是学业水
平考试命题的主要原则之一。近年
来，北京历史等级考命题尤为注重
考查“学生学以致用、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问题的创新意识”。主观
题通常具有较强的开创性和综合
性。纵观近五年试题，题型方面“稳
中求变”，每年既有创新题型（如

2023年第17题：辨析和考证上述材
料，并描述致远舰官兵英勇殉国的
过程），又有多次出现的高频题型，
如“评析”题。所谓“评析”，即分析
评价，考生需要在复杂问题情境下
做出复杂阐释，对象可能是历史事
件、历史现象或学者观点等。近五
年“评析”题在等级考中出现了四
次，且分值居高不下（见下表）。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等级考重
在考查考生“获取和处理历史信息
的能力”“叙述和解释历史事物的
能力”“论证和探究历史问题的能

力”三项关键能力，不同题型虽有
一定的答题套路，但也并非泾渭分
明，基于思维逻辑进行解题训练或
许更能适应当下的考查需求。

“评析”题型多次亮相等级考

从上述题目可以看出，评析题
命题情境类型多样，多涉及社会情
境、学术情境等，对考生的历史分
析和探究能力要求较高。从考查

内容来看，始终聚焦学科主干知
识，尤其是近代史的重大史事。同
时要求考生对历史阶段特征把握
到位，具备宏大开阔的历史视野。

年份

2020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分值

9分

8分

12分

12分

主题内容

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评析玻利瓦尔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

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

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

评析百年来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

解题要符合逻辑、突破模式

在做题型训练时，老师往往会为考生总
结不同题型的答题模式。比如评析题的基
本模式是先依据材料回答“是什么”，然后结
合所学解释“为什么”，最后分析评价“怎么
样”。以2022 年18 题为例，考生在作答时就
可以从玻利瓦尔对启蒙思想的发展“指的是
什么”“为什么提出”“有什么意义”三个方面
来回答。但这一模式并非所有评析题都能
简单套用，以2024 年第17 题为例，三则材料
（内容略）分别是：

材料一 孙中山沿海港口建设规划示意图
（据1921年《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原图改绘）

材料二 新中国与海洋相关的文献及内容
（部分）

材料三 中国当代海洋资源开发及成就示
意图（部分）

设问：“依据材料，评析百年来中国对海
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

显然，本题不能简单笼统地套用三段式
作答，考生需要结合设问认真审读材料，用合
理的思维逻辑对问题进行拆解。本题评析对
象是“百年来”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
发”，这就涉及到按什么来评析，是分别按谋
划和开发两个角度，还是按历史阶段，抑或既
按阶段又按角度来作答。本题中，依据材料
一和材料二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分为
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大历史阶段，而每个
阶段谋划和开发并不明显区分开来叙述。因

此，可以将本题拆解为如下问题：
1.依据材料分别概括民国（孙中山）和新

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情况。
2. 结合所学，分析民国（孙中山）谋划开

发海洋资源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3. 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新中国

成立以来谋划开发海洋资源的历史背景和
成果。

4. 谈谈对百年来中国海洋资源“谋划与
开发”的总体认识。

上述4个问题将最初复杂而陌生的问题
转化为能力层级要求较低的问题（如第1问概
括），或虽然能力层级要求相对较高、但考生
平时较为熟悉的问题（如第2、3问分析背景和
意义），考生在思考过程中能较为顺畅地完成
题目要求，得出较为深刻的认识（第4问）。

再如 2023 年第 18 题（材料略）也不能简
单套用模式，可以拆解为：

1.分别概括两则材料中学者的观点。
2. 结合15—18 世纪欧洲的重大史事，分

别论证两种观点。
3. 从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角度思考，你认

为哪种观点更合理？
显然，上述两道例题在评析题基本模式

的基础上分别融合了解读题和论述题的思考
路径。同时也可以看出拆解问题的基本过
程：一是结合设问审读材料确定拆解的角度；
二是按照思维逻辑层级递进细分问题。

拆解问题，从套模式到重思维

考场上考生争分夺秒，往往快
速读题后就进入作答环节，容易忽
视重要信息。正确的做法是，审题
环节宜慢不宜快，需要全面细致。

首先，考生要注意题目中的各
类“限定”。比如2023年第18题“延
续与变迁”的设问为：“历史发展往
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
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
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
和材料二的观点。”此设问限定了

“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解读视角，限
定了“15—18 世纪”的答题史实时
间范围，答题时切不可忽视。

其次，考生要注意题目中的

隐含信息。以 2022 年第 18 题为
例，该题设问为：“在拉丁美洲，玻
利瓦尔被誉为解放者。结合上述
材料和时代背景，评析他对欧洲
启蒙思想的发展。”题目中提示了
地区是“拉丁美洲”，考生作答所
需的知识来源包括材料和所学，
分析评价的对象是“玻利瓦尔对
启蒙思想的发展”。对“玻利瓦尔
被誉为解放者”，很多考生并未给
予关注，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用
的信息，提示了玻利瓦尔的思想
主张一定与此主题相关，且有助
于拉美民族解放。总之，准确全
面地审题是答好题的前提。

全面审题，注意限定及隐含信息

逻辑关联，优化作答内容和结构

一轮复习中，对主观题进行题型分类训练是师生们常用的方式。通过对典型题的研究和解题训练，可以引导考

生熟悉等级考中常见类型题的设问方式，有助于大家梳理答题思路，规范答题路径。在做题型训练时，考生不可囿于

题型模式，应更关注答题思维过程。本文以近五年北京历史等级考中的评析题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