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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读”下高考历史选择题解题策略研究 
阿致娇 

（云南玉溪长水实验中学  653100） 

摘要：在历史教学中，笔者发现一个问题，历史选择题普遍得分不高，尤其是高二年级学生，大多数学生做历史选择题基本靠
死记硬背或猜。笔者结合自身教育经验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归纳出几种高中历史选择题的解题方法，旨在用语文、地理、政治相
关知识解答历史选择题。 

关键词：大阅读、高中、历史、选择题、方法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经常问历史教师，为什么我能背熟知识点

却得不到高分，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纠其原因是学生没有适合的
解题方法以及具体的解题步骤。针对此现象，笔者对学生做历史选
择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十个学生中，5 个以上学生做选择题
就是靠记忆，其余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解题思路，甚至靠猜，没
有正确的解题步骤和方法，得分率自然不高。针对这些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及高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
些措施，笔者主要采用语文知识去解答历史选择题，归纳出一些解
题方法，仅供参考。 

一、“大阅读”的启发 
胡丹《简谈大语文观》指出：“大语文观”强调不同人文学科

之间的融会贯通，甚至文理学科之间的跨专业交汇”[1]。近些年的
历史选择题呈现出文言文材料居多的趋势，这就需要学生在做题时
具备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在解答历史选择题时，学生可以把语
文学科的一些知识运用于历史选择题解题中，如，选项中的程度副
词、范围等副词，这些词会涉及到以偏概全的题型（如普及、全面
等词）。如地理与历史相结的题型，这种题型学生可以借用地理知
识选出选项，在教学中，多提醒学生关注地理位置，多运用地图。
如，涉及到唯物史观，可采用政治学科的相关知识点解题。教师在
教学中多归纳各种题型，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训练。笔者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以及高二学生的具体情况，从大语文观中得到启示：运
用语文知识去解答选择题，从中归纳出几种解题方法。 

二、历史选择题解题方法 
在教学中，笔者结合近些年的高考题以及学生的实际解题情

况，总结出几种解题方法：以偏概全、偷换主体（偷换概念）、包
含关系、选项对比、专有名词、因果关系颠倒。 

(一)以偏概全：用片面的观点看待整体。学生在做题过程中，
如果题目中出现单个的地点或单个的事件，那么，在选择选项时可
以考虑以偏概全。在整理近五年的高考题时，笔者发现全国卷三，
以偏概全的题型出现的概率很大。简单列举两道题目: 

典型例题：1.（2020 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高三上学期 10 月月考）
中医学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发展高潮，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
文化繁荣中问世的《内经》《伤寒杂病论》，到唐宋年间文化言论自
由时写就的《千金方》等针对性极强的医学经典，每到明清时期程
朱理学盛极一时的《本草纲目》等医书诞生。这说明（  C  ） 

A.中医学发展服务于农耕经济 
B.政治局势影响中医学的发展 
C.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D.商品经济发展利于医学的传播 
解析 D：材料中出现单个的事件，中医学，做题的时候我们应

该注意题型，以偏概全。选项 D，医学是个整体的概念，医学包括
中医和西医，材料只涉及中医学，中医学不能代表整个医学，该题
目涉及题型：以偏概全。 

典型例题：2.1915 年，英美烟草公司揭露华人企业南洋兄弟烟
草公司同日本合作的内幕。这导致后者销量下降，甚至很多零售商
都宣称不再销售其产品。作为反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将英美烟
草公司同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并宣称“中国人应该抽中国烟”，
很快扩大了市场。这表明（ D  ） 

A.民族烟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B.实业救国社会思潮开始出现 
C.英美成为当时主要侵华国家 
D.民族主义影响大众消费心理 
解析 A:材料中出现单个的事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学生在做

题时应该注意题型：以偏概全。选项 A，民族烟草工业是个整体概
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是民族烟草工业的一个部分，南洋兄弟烟
草工业获得发展不代表民族烟草工业也发展。 

（二）偷换主体：材料里的某个词在选项里用另一个词代替。 
典型例题 1.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必须阅读的

12 本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这说明中国
共产党（  D ） 

A.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B.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C.加强对民众的马列教育 
D.积极为新政权建设培养人才 
解析 C:选项中涉及对民众的马列教育，而材料涉及对干部的教

育。学生在做题时，应该对人物、地点比较敏感，一旦发现选项和
材料里的人物、地点不一致，应考虑题型：偷换主体。 

典型例题 2.（2020-2021 年河南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二下学期
期末考试）2018 年 5 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说：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纷纷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
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阐明
的发展规律之中。这表明（ A  ） 

A.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B.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C.提出了和平夺取政权的策略 
D.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解析 B：选项中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而材料中涉及

许多西方学者，选项把许多西方学者换成多数国家，该选项也适用
于偷换主体的题型。 

（三）特殊题型：包含关系的题型，该类题型适用于最优选项，
选项具有概括性。 

典型例题 1.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从西周时代的“礼仪政
治”到秦帝国时代的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体现了政治
形态的一种现代化的趋势。对现代化理解准确的是（  C  ） 

A.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B.由古代的人治到现代法治 
C.由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 
D.君主专制取代贵族政治 
解析 C：官僚政治具有概括性，官僚政治能概括材料中的郡县

制、官僚制、法律手段。学生遇到包含关系的题型，一定要看选项
是否能概括材料中的内容。 

（四）选项对比题型：如果选项中出现对比，也就是出现 A 与
B 比较，学生做题时应考虑选项对比题型，解题方法就是返回材料，
看材料中是否能看出比较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隐性的比较，
如，主导、主要、最等字眼。 

典型例题 1：（2017 年课标 2,26）北朝时期，嗜好奶类制品的北
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唐中期，北方城市中，多开店铺，
煎茶卖之，不问俗道，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
在山积。据此可知，唐中期（ C  ） 

A.国家统一使南茶开始北运 
B.南北方饮食习惯趋于一致 
C.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D.南方经济水平已经超过北方 
解析 D：选项中出现两两比较，比较明显的字眼是超过，解题

时应该考虑题型：选项对比型。 
典型例题 2：（2016 年全国卷 2，25）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

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
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 D  ） 

A.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B.鉴别官员道德水平 
C.排除世家子弟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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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提升社会文化水平 
解析 A.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最字就是隐性比较，做题时可考虑

选项对比题型。 
（五）选项中出现专有名词题型：如果选项中出现专有名词，

用时间排除即可，这需要学生在平时学习中多加积累专有名词。 
典型例题 1.（2021 年天津南开一模）《尚书》保存了商周特别

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有“人无于水监（通鉴，意为镜
鉴），当于民监”和“惟王子子孙永保”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A   ） 

A.民本思想历史悠久 
B.小农经济的逐步发展 
C.儒家思想影响深远 
D.“天人合一”学说盛行 
解析：B：小农经济，专有名词，可以用时间排除，战国时期

出现，材料涉及的是商和西周。C：儒家思想，专有名词，可以用
时间排除，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出现。材料涉及的是商和西周。D：
“天人合一”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材料涉及的是商和西周。学生
在平时要多积累专有名词，出现专有名词就用时间排除。 

（六）因果关系题型：学生在做题时，要注意区分是因还是果。
注意这些字眼：导致、推动、促进等字眼。 

典型例题 1.(2015 年全国 1 卷，24)《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
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一个农夫耕种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
人，耕种一般的土地能养活五口人。战国时期农业收益的增加
（  C  ） 

A.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B.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 
D.阻碍了大地主所有制的成长 
解析：A：导致，在做题时，学生应该明确谁是因，谁是果。A

选现因果颠倒，是畜力和铁制农具使用推动了农业的发展。C：小
农经济，专有名词，可以时间排除，战国时期出现小农经济，符合
材料。注意促进字眼，农业收益的增长有利于促进个体小农经济的
发展。C 是材料农业增收的结果。 

（七）选项中出现正反观点词的题型：如果选项中出现能体现
正反观点的字眼，学生在做题时要注意判断，判断是否是其相反的
一面。如，提高、强化，相反的一面就是减弱、降低。 

典型例题 1.(2021 年全国乙卷，24)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
侯国君将包括土地及人口的采邑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西周中期
以后，贵族所获采邑越来越多，到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国一个大夫
的采邑就多达数十个。这说明（  D  ） 

A .土地国有制度被废除 
B.分封体制不断强化 
C.诸侯国君权巩固 
D.社会生产持续发展 
解析：B、C：选项出现“强化”“巩固”正反观点的词，学生

做题时，可以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做出判断，是否是其相反的一面。
A.“土地国有制”是专有名词，出现专有名词用时间排除。根据所
学知识，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土地私有。西周，
土地为国家所有。D：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因素，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之后，也会调整相应的生产关系。 

（八）其他解题方法：地理与历史相结合，政治与历史相结合。
在做题当中，如果出现地点，由地点推出事件。政治与历史相结合
的题型：在选择根本原因时，可以采用政治知识，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解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
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典型例题 1.（2019 年天津文综，9）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对
于日寇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号召大
家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压迫，“勇敢的与苏
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这反映了（ C   ） 

A、日本全面侵华导致了民族危机加深 
B、国共两党有合作抗日的意愿 
C、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初步奠定 
D、中共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解析：由东北各地（地理位置）抗日政府，推出关内外局部抗

争，再推出时间在 1937 年全面抗战以前，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
事变标志着全面侵华的开始。C：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专有名
词，有时间排除，1935.12 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D：中共主
张建立联合政府：1945 年。 

典型例题 2.（2019 年，湖南省醴陵市模拟）罗荣渠的《现代化

新论》认为：“辛亥革命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
体后，不但没有产生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
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
（  D   ） 

A.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扶植各自的代理人 
B.儒家伦理纲常的价值体系没有被打破 
C.中国社会结构没有重新分化组织 
D.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 
解析 D：由于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传统的专制特

权思想根深蒂固，专制思想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并占统治地位。涉
及到根本原因，可以采用政治知识来解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学生在做题的时候，可以借鉴政治解答历史。 

总之，在做高中历史选择题时，我们要使用多种解题方法，此
外掌握一定的解题步骤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具体的解题步骤 
（一）通读材料：找出关键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转

折词，然后把关键信息所隐藏的内容、知识点写出来。 
（二）看问题：考原因还是考结果。 
（三）看选项，逐一看四个选项 
1.看选项是否本身描述就错误（事件、时间、尤其是标志性事

件、概念、常识、所学知识。 
2.看选项是否与材料有关：（1）判断是否是最准确的选项（2）

与材料出现矛盾。 
（四）再次重看一遍材料题目和对应的选项，重点看关键词 
1.关键词是否出现材料中的关键字换成另一种说法 
2.材料与选项是否存在逻辑关系 
（五）审查选项 
1.出现太绝对的字眼（一般都错，除标志性事件，这需要平时

积累标志性事件 2.因果关系颠倒 3.表像或本质出现（基本都选本质）
4.选项表述错误 5.选项与题意无关：选项本身正确，但与材料无关。
6.选项是否存在比较 7.选项是否出现概念混淆 8.选项是否出现以偏
概全 9.选项中出现相反的两个选项，需要注意，可能其中之一就是
选项 10.选项对关键信息的转换 11.选项是否存在包含关系 

四、快速找到关键词的方法 
在做高考历史选择题时，找准关键词尤为重要，如何有效找准

关键词，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材料中的关键词 
1.时间，可以由材料中时间推出材料涉及的时间范围，或者直

接推出具体的时间，从宏观方面限定出考察的范围。由时间也可以
推出所学的知识点，涉及经济、文化、政治方面。 

2.人名，一些特殊的人物，我们在做题的时候要留意，由人名
也可以推出相关的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3.地点，由地点可以推出相应的时间。学生在平时积累知识点
时，一些敏感的地点要多加留意。如：江西瑞金，可以推出时间 1931
年，进而推出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4.转折词：但是,之前，之后，主旨，旨在，意义，主要的原因。 
（二）选项中的关键词 
1.事件，推出时间，再与材料里的时间相比较 2.材料里的事件

与选项是否出现因果颠倒的现象 3.选项里是否出现太绝对的词语 4.
选项里是否出现对比 5.选项中的某些词语，与材料是否吻合 

总之，在做选择题，一点要注意关键词，不仅要注意材料里的
关键词，还需注意选项里的关键词，准确找到关键词能提升学生做
题的速度和正确率。 

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以及结合大语文观，笔者整理出一些高中
历史选择题解题方法已经解题步骤，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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