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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能力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考查的重点。本文结合具体试题，浅析历史学科概括能力试题的解题思路。

解答概括能力题注意三要点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历史教研员、正高级教师 吴波

历历史史

一、厘清概括的含义

考生在解答概括能力试题时出现偏差，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明晰概括的含义。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林教授指出，概括能力的表现是“从提供的信息（文字、图片、视频

或口头叙述）中概括要点、所述史实的本质、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史实按标准分

类”。北京教育学院赵恒烈教授认为，概括是“比较事物的共同点”。概括体现的是由

现象到本质的思维过程，考生在解答概括能力试题时，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只答表面现

象，没有抽象出历史事物的本质。

二、掌握概括的方法

以下是2020年北京教育考试院下发抽测试题中的一段材料，要求考生概括谭嗣

同赋予“仁”的新内涵。

（谭嗣同指出）“孔谓之‘仁’……耶（耶稣）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

友’；格致家（科学家）谓之……‘吸力’。咸是物也。”

该题的参考答案是“谭嗣同引入了西方宗教和科学的某些概念”。材料中“谓之

‘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是耶稣具体的宗教主张，属于表面现象，参考答

案中并没有这些具体内容，而是通过寻找上位概念和种属关系的方式进行归类，将其

概括为“西方宗教概念”，这是具体现象背后的本质。同理，材料中“谓之……‘吸力’”

也是科学家具体的科学观点，属于表面现象，参考答案将其归类为“科学概念”。

由此可见，考生在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抽象事物的本质时，需要探寻现象的种属

关系，找到具体现象的上位概念，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类。

三、明晰解题的思路

概括能力试题分为考查横向“面”的概括能力和纵向“线”的概括能力两种题型。

1.横向“面”的概括要注意“点”和“面”的结合

下面是一道试题给出的材料，该题要求考生“概括北宋开封城商业发展的

特点”。

北宋首都开封的商业街区分布和长安、洛阳明显不同，不再限定在“坊市”之内，而

是分布在全城……“每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城区有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

市和晓市，如州桥夜市……城市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

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开封城饭馆、酒楼非常多，全城有大酒楼72处，更多的是招待

客商（住宿）的邸店。 ——摘自袁行霈等著《中华文明史》

这道题所给材料展现了北宋时期开封城商业发展的方方面面，设问要求将各方

面的本质概括出来，属于对横向“面”的概括。该题参考答案是：“北宋开封城商业繁

荣。在商品交易行业方面，交易场所扩大，交易量大，交易时间长；在服务性行业方

面，娱乐业繁荣，餐饮业繁盛，住宿业繁盛。”解答此题时，考生首先需要对北宋开封

城商业发展的每个“点”进行抽象概括，如将“不再限定在‘坊市’之内，而是分布在全

城”抽象概括为“交易场所扩大”，将“每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抽象概括为“交易

量大”，将“城区有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市和晓市，如州桥夜市”抽象概括为“交易

时间长”，将“城市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

有五六处。开封城饭馆、酒楼非常多，全城有大酒楼72处，更多的是招待客商（住宿）

的邸店”分别抽象概括为“娱乐业繁荣”“餐饮业繁盛”“住宿业繁盛”。进而将这6点

归类为“商品交易行业”和“服务行业”两个方面，最后将这两个方面总体概括为“北

宋开封城商业繁荣”。

因此，对于横向“面”的概括需要考生在完成对具体“点”的概括基础上，进行总体

分类（合并同类项），概括各类特点，最后概括出总体特点。

2.纵向“线”的概括要把握分段和总体的关系

下面这道题是 2024 年北京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历史卷第 18 题所给材料（序号

为笔者所加），该题要求考生结合题目中体现了英印关系变化的相关材料。选择两

个不同标准，完成两种阶段划分方案，并分别说明理由。

英国关于印度的法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法案名称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
（1600）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73）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84）

印度政府法案
（1858）

印度参事会法案
（1861）

印度参事会法案
（1892修订）

印度政府法案
（1919）

印度独立法案
（1947）

部分内容

东印度公司为法人和政治实体，选举产生理事会和总
督，可制定法律；依法在东印度地区获得土地、租金，
享有自由、司法、特许经营和继承权等

提高孟加拉总督地位，统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业
务，成立由4位英国委员组成的参事会进行辅佐；设独
立于总督的最高法院，由英王任命英国人担任法官，
批准总督颁布的法令

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事务由英王任命的 6 人委员会监
管，东印度公司负责商业经营；总督由公司董事会推
荐，经英王许可后任命

东印度公司的权力、领地和财产等转归英王，英王为
印度国王（后称皇帝）；设印度事务部，由内阁中的印
度事务大臣直接领导；英王任命印度总督，作为其直
接代表统治印度

总督任命6—12人为总督参事会额外委员，其中非官
方委员不低于6人；额外委员只能参加参事会立法会
议，参与制定法律和法规

居住在印度的人均可任额外委员；经总督授权批准，
立法会议讨论总督的年度财经报告、提出质询；不懂
英语的委员可以请人代为发言，议案翻译成印度语言

总督参事会6名成员中3名为印度人；立法会议从参
事会中分出，设上下两院，下院145名议员中104名从
居住在印度的人中选出，上院60名议员中33名由选举
产生；议员可以对部分预算进行表决

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废除英
王印度皇帝称号，取消印度事务大臣办公室；英国法
令在印、巴不再有效（注：1950年总督及总督办公室撤
销，英王不再任印度国王）

该题所给材料按时间顺序展现了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所颁布的法案，如果我们

将设问改为“依据材料，概括英国对印度政策的发展变化”，就变成了一道考查考生对

纵向“线”的概括能力试题。

作答时，考生首先需要对每项法案的内容进行“点”的概括：法案1规定东印度公

司在印度独享政治、经济特权；法案2规定孟加拉总督（代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享有

经济权力，但受英国政府制约，在法律方面英国政府享有最高权力；法案3规定东印度

公司在印度负责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和人事权由英国政府掌控；法案4规定英国政府

独享在印度的政治、经济权力；法案5规定总督（代表英国）掌握人事大权，非官方人士

只享有部分立法权；法案6规定印度本土人士享有不完全的经济审议权；法案7规定增

加印度本土人士在议会中的比重，参与经济事务的审议；法案8规定英国退出对印度

的管理。

完成上述步骤后，考生要依据对“点”的概括所得出的结论，按时间顺序进行分

段：1600—1773年，由东印度公司单独管理印度；1773—1858年，由英国政府和东印

度公司共同管理印度；1858—1947 年，由英国政府单独管理印度；1947 年后，英国

政府退出管理印度。分段的过程是将本质相同的法案进行归类，是在更高层次上

抽象事物的本质。

最后，考生要对分段的结果进行概括，得出总体认识：从 1600 年到 1858 年，英

国对印度的政策经历了英国政府管理不断加强到最终放弃管理的发展过程。这是

最高层次的概括。

由此可知，对纵向“线”的概括需要在对每部分内容进行“点”的概括基础上，进行

分段概括（找出段内各部分内容的共同点），最后进行总体概括，以此从本质上认识历

史事物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在作答历史学科概括能力试题时，考生需要明晰概括是抽象事物本质

的思维过程，概括的基本方法是对具体现象进行归类，确定上位概念。掌握了这两个

要点，考生便可以对不同类型的考查概括能力试题进行合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