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论文题解题技巧
总分：12分

目标分数：10分

高考历史论文题（12分）解题方法与技巧



2016-2020年全国卷开放性试题
年
份

卷别 试题内容（形式） 考查范围 试题设问 类型

2
0
1
6 卷Ⅱ

玄奘西游鉴真东渡
（地图+文字）

中国古代史 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加以论述 观点论证类

2
0
1
7 卷Ⅱ

钟表的演变

（表格）
世界近代史

提取两条或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
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自拟论题类

2
0
1
8 卷Ⅱ

中国近代企业发展

（汉阳铁厂）的案例
（文字）

中国近代史
提炼一个启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
知识予以说明。 提取信息类

2
0
1
9 卷Ⅱ

1800以来的自然进程和
人文进程《世界：一部

历史》（数轴图）
中外近代史

对19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认识，提出你
自己的见解（赞成、质疑、修改皆可），
并说明理由。

观点论证类

2
0
2
0

卷
Ⅱ

欧洲联盟的神殿式
结构

（图文混合）

世界近代
史

从三列支柱中各选取一点。三点
之间要有相互联系，展开论述。

观点论证类



开放型试题类型

• 1.观点论证型：给出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要求从一个或多个视角进行

分析论证；

• 2.自拟主题论证型 ：要求自拟论题，结合相关史实，提炼出自己的观点

并进行分析；

• 3.信息提炼型：注重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对试题给出历史材料信息

进行解读，对学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提炼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进

行考查；

(图表综合类：要求学生读图表，经过研究、比较达成认识并论证。)



第一段:提炼观点或论题。立场鲜明，言简意赅。不能写成短语，须形成判
断句式。构思提纲。

第二段:史论结合论证部分。
用2-- 4则史料来论证，做到一则史料一论证，然后下一个总结论。史料与
论点逻辑一致。语言专业，回避生活化、文学化语言。

第三段:总结。要呼应开头，语言上不能与开头重复，最好能对观点进行总
结和升华。
格式规范，要求段落化、但不主张序号化，不要写类似于“观点”、“论

证、“结尾”这样的提示语，每段开头不要顶格，要空两格。

自拟论题类题目答题步骤一般是这样三段：

（史实【时间+人物、事件】+分析原因、影响）

所以、总而言之、综上说述······

采用“主+谓+宾”结构



考生丢分原因：
1.论题：

缺论题；

论题与材料无关；

论题太小，单一地来源于某一个材料信息；

论题不明确；

照抄表头、文章标题等。

2.论证：

没有论证；

照抄材料；

论证不力（证据、逻辑）；

表述不清。

3.其他：错审、漏审问题；格式不规范
——重庆市教科院于朝元《对重庆市2017年高考历史卷开放性试题答题分析 》



Solo评分法

一等（12～10分）

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 ②合理引用史实，进行多角度评论；

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二等（9～5分）

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 ②引用史实，评论角度单一；

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分）

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 ②未引用史实；

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第三步

构思结构

展开论述

解题方法指导

第二步

解读材料

提炼观点

第一步

通读材料

审读设问



（2017年全国1卷42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时间 中国 外国

14～15
世纪

朱元璋在位期间，与占城、爪哇、暹罗等30
余国进行官方贸易。废除丞相制度。郑和七
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和中国古代对外交往
史上的壮举。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最早的印
刷机。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
佛罗伦萨200余家纺织工场雇佣
3万余名工人。

16世纪

张居正进行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的“一条鞭
法”改革。李时珍《本草纲目》刊刻。玉米、
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汤显祖
出生，代表作《牡丹亭》表现男女主人公冲
破礼教束缚，追求爱情自由。

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
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莎
士比亚出生，代表作《哈姆雷
特》。

17世纪

朱子学在日本为官方推崇，成为显学。茶叶
大量输往欧洲。宋应星《天工开物》刊刻。
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郑成功收复台湾。

英国入侵印度，英属东印度公
司在印度开展殖民活动。英国
早期移民乘“五月花号”到达
北美。

——据李亚凡编《世界历史年表》等。
表4 为14～17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
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第一步 通读材料 审读设问 注意事项

设问：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
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
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1、通读材料：不可有遗漏，包括引语、出处、说明等。

2、审读设问： 不可大意，要想得高分就必须在审题上下功夫，牢记

设问中的每个词都是有用的。读懂设问，明确答题的要求 （写明论

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①注意答题的范围、不要 “超标”、

②按照设问的要求完成所有步骤、不要遗漏。



1、再次通读材料，寻找关键的信息点。（关键词语、句子等）

2、联系所学知识，将材料的信息转换成自己熟悉的历史概念。

3、选择其中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问题，概括出观点。

4、观点表述要语言精炼、与历史紧密相关，观点往往是历史

规律、历史现象或历史时代特征。

第二步 解读材料、提炼观点 （写出论题、观点或历史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