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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为什么难

1.一些试题选材与思维路径超出师生依托教材教与学的知识范围，
延展知识增多，强调考点的“脉络”，喜欢考“前世今生”，历
史感增强。
2．评价分析类设问多，侧重考历史认知。选择题多为因果型、
实质目的型、意义影响型、比较异同型、评析论证型，解题耗时
大、难度高，需要抓关键。
3.选项的分辨度小，模棱两可，辨析不易，针对核心知识的概念
把握的准确性命题。
4.题目看上去很熟悉，实际上是在侧重考查逻辑分析能力，而非
教材的原观点，思考起来却感觉无从下手。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题号 设问 题号 设问

24 据此可知 30 表1（这）反映出

25 这一事例说明 31 （这）主要是为了

26 经此事后 32 这一论述

27 这反映了 33 这一主张

28 据图9（此）可知 34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29 由此 35 这表明

2020高考全国2卷历史选择题问法一览表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题号 设问 题号 设问

1 他们所说（这） 9 图中形势（这）

2 这是由于 10 他强调

3 它反映了 11 这反映出

4 王安石此举 12 这是因为

5 这一论断 13 这反映出

6 这一理论 14 这一事件

7 这反映出 15 这一调整

8 其中①是

2020高考山东卷历史选择题问法一览表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解读题干的四大要素
1.时间 显性呈现

隐性呈现：
特殊人名、 地名 、特定名称、专有名词、历史事件等。

2.关键词：体现材料主旨，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类词

3.标点符号：尤其要注意省略号前后的文字、句号、分号等

4.逻辑与语气：如转折、假设、因果、递进、否定肯定、赞扬

贬抑等。

建议：题干的解读要在看选项之前完成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1. 注意时空限制，联系阶段特征
例1【2020全国2卷31】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战后日本、西德、

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及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发展情况的材料，
主要是为了讨论（ ）

时空限制：1978年底，中央，经济

阶段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
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
文化上，科技、文艺、教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显著

外交上，结伴不结盟，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
好环境。

A．增强国营企业活力 B．积极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
C．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D．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1. 注意时空限制，联系阶段特征

例2【2017全国1卷30】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份文件中讲到：“政府的各种政

策，应当根据各阶级的共同利害出发，凡是只对一阶级有利，对另一阶级有

害的便不能作为政策决定的根据……现在则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

是平等的有权利。”这一精神的贯彻( )

时空限制：陕甘宁边区政府 抗战时期 政治

阶段特征：抗战时期
政治上，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经济上，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民族工业
文化上，抗战文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A．推动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 B．适应了民族战争新形势的需要

C．巩固了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 D．壮大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力量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2. 将陌生材料与教材知识建立联系
例3【2020山东卷2】先秦至西汉前期，山东东部地区得“鱼盐之利”，总

体上是商业活跃的地方。西汉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商人活动开始步入低
谷。这是由于西汉政府

陌生材料：山东东部地区由西汉前期的商业活跃到西汉中后期步入低谷。

教材知识：必修二专题一第四课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P22-23：①汉武帝

推行打击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的政策，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②汉武帝时代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制度···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
为国家所有。

A．重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 B．强化了经济控制
C．开通了丝路贸易 D．以儒家义利观教化百姓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2. 将陌生材料与教材知识建立联系
例4【2020全国2卷27】明代官营手工业实行工匠制度，生产官府所需物资。

明中叶后，官府往往直接向匠户征收银两而不征用其生产的产品，此现象持
续增多。这反映了
A．白银已取代其他货币 B．雇佣劳动成为主要用工方式
C．民营手工业发展受挫 D．官营手工业的地位遭到削弱

陌生材料： 明初工匠生产官府所需物资到明中叶后官府直接向匠户征收
银两。

教材知识：必修二专题一第二课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P11：①匠户没有

人身自由，他们的劳动创造性自然也受到严重的束缚。②明代将匠户制
度改为轮班论作，除分班定期服役外，其余时间可以自制成品进入市场
销售，成为半自由的手工业者。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3.提取关键词，解读材料主旨
例5【2020全国2卷24】据史书记载，角抵（摔跤）“盖杂技乐也，巴俞（渝

）戏、鱼龙蔓延（百戏节目）之属也”。秦二世曾在宫中欣赏。汉武帝在长
安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角抵表演，长安百姓“三百里内皆观”，他也曾用角
抵表演欢迎来长安的西域人。据此可知，当时角抵

关键词：角抵/杂技/戏（主体） 秦二世/汉武帝/百姓/他（对象） 宫中/

长安（地点） 欣赏/表演/观 （行为）

材料主旨： 秦二世/汉武帝/百姓/他 欣赏/表演/观 角抵/杂技/戏

主旨解读：观看角抵的对象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甚至用于对外欢迎西
域人。说明角抵观看的对象在扩大，范围广。

A．促进了川剧艺术的发展 B．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C．推动了丝路文化的交流 D．源于民间的劳作技能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3.提取关键词，解读材料主旨
例6【2020全国2卷26】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省试后，主考官李昉徇私

录取“材质最陋”的同乡武济川一事被告发，太祖在讲武殿出题重试，殿
试遂成常制。经此事后，宋代科举

关键词：录取/出题/重试 省试/殿试/常制/科举

材料主旨：省试出问题后，太祖出题重试使殿试成为常制。

主旨解读：出现问题后作出改变属于“完善”，省试后增加殿试环节后在录
取属于“考试程序”。

A．否定了世家大族特权 B．确立了省试考试权威
C．完善了考试录取程序 D．提高了人才选拔标准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4.分析选项

（1）选项关键词与题干关键词匹配程度最高的即为正确答案

（2）错误选项存在的问题：

①与材料主旨不符（材料未涉及、表述过于绝对、与材料意思相反）；

②对材料表述不全面（夸大或片面表述材料信息）；

③史实错误（史论可以与教材不一致）；

④逻辑错误（因果、并列、转折、递进）。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4.分析选项

例7【2020山东卷3】表1为唐代翰林学士的起源和演进概况。它反映了

时 期 概 况

高祖，太宗时期 设立文学馆，弘文馆等学士，备君主顾问

高宗、武后时期 学士开始参与决策事务

玄宗时期
开元初，设翰林待诏，后改为翰林学士，建立学士
院，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正式参与朝政决策

A．翰林学士逐渐控制了决策权

B．文官地位日益提高

C．三省六部制渐趋成熟

D．朝廷内部权力的再分配

史实错误，决策权在皇帝手中

把翰林学士扩大为文官

未涉及三省六部、成熟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4.分析选项

例8【2020全国2卷34】19世纪末，德皇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任，支

持俾斯麦的政党联盟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失败，与威廉二世意见相左的俾斯
麦辞职。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德国

史实错误，立宪为虚，议会权力有限

材料未涉及，“根本”表述过于绝对

与材料信息相反，且史实错误

A．议会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B．皇帝个人权力强大

C．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

D．分权制衡体制成熟



二、选择题该怎么做

第一步：定时空 阶段特征、时空限制

第二步：找考点 将陌生材料、陌生情景与教材熟悉知识联系起来

第三步：抓主旨

句子中的重要概念、关键词。提问词：指向和限制
句子关系：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条
件、解说、目的；梳理关系

材料判断、史实判断（不是课本结论） 、逻辑判断、
概念；程度、态度、角度；比较选项，排除法、对应法；第四步：析选项

第五步：择答案 准确涂卡



三、选择题为什么错

1.对材料的主旨把握不准确、不全面，甚至错误

训练阅读、归纳、表达能力，与语文课相结合，每天一道高考题解
析，每课教材知识结构总结

2.史实不清
加强史实记忆，建议基础稍差同学利用初中部编人教版历史教材熟悉史实

3.历史概念掌握不清

积累整理历史专有名词，熟练运用历史术语

4.缺乏历史思维与历史素养

加强历史核心素养尤其是唯物史观的训练与运用



四、反思与启示

2.对高考真题的研读要区别于练习题、模拟题的“刷题”，对其
中总结出的规律、策略、方法等要敢于坚持！

1.与其海量刷题，不如深度研究真题，研究每个选项，研究正确
答案。

3.把高考真题的材料作为拓宽自己史学视野的素材，整理高考真
题中的正确逻辑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



四、反思与启示

总结：唐代壁画中“大佛光之寺”与现实佛光寺相吻合说明历史壁画可与文
化遗存互证

阐发：王国维提倡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
量古代历史文化，即二重证据法。成为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例1【2020全国2卷25】敦煌莫高窟61号洞中的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有
一座“大佛光之寺”，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
了其实物——佛光寺。 这一事例说明此类壁画

A．创作源于艺术想象
B．能完整还原历史真实
C．可与文化遗存互证
D．价值来自学者的发掘

http://www.zxls.com/
http://www.zxls.com/


四、反思与启示

3.把高考真题的材料作为拓宽自己史学视野的素材，整理高考真
题中的正确逻辑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

总结：山东东部地区由西汉以前商业活跃到西汉中期以后步入低谷是由于
西汉政府强化了经济控制

阐发：汉武帝盐铁官营等措施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
化，但也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古代的抑商政策其实都是抑制私营商
业的发展。

例2【2020山东卷2】先秦至西汉前期，山东东部地区得“鱼盐之利”，总
体上是商业活跃的地方。西汉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商人活动开始步入
低谷。这是由于西汉政府

A．重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 B．强化了经济控制
C．开通了丝路贸易 D．以儒家义利观教化百姓



四、反思与启示

2.对高考真题的研读要区别于练习题、模拟题的“刷题”，对其
中总结出的规律、策略、方法等要敢于坚持！

1.与其海量刷题，不如深度研究真题，研究每个选项，研究正确
答案。

3.把高考真题的材料作为拓宽自己史学视野的素材，整理高考真
题中的正确逻辑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

4.用真题中的选项倒推可能需要的材料来训练史料实证能力。
即：假如我们要得出某个选项的结论，需要在材料中找到哪些信
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经济结构、广泛、最等）

5.对真题中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多角度进行分析，做到知识
的迁移，举一反三。



高考历史客观题解题技巧

谢谢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