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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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