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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阐释类试题解题三步走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历史教研室 郭井生

历历 史史

下面我以西城一模的试题来举例：

中国视角下的法国

材料一 （法兰西）新王嗣位。是时北

方亚美利加之民与英吉利国交战，王助亚

美利加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招爵、僧、

民三品会集，以寻聚敛之法。国民弃王杀

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拿破仑者，武

功服众，嘉庆八年登王位，连九年战服四

方，恃强黩武，旋败失位……欧罗巴用武

之国，以法兰西为最。争先处强，不居人

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

——摘编自魏源撰《海国图志》卷四
十一

材料二 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

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晓

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

贵族。

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

广，其言遂演而日深：君主贵族之压制，一

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欲去此压制，继政

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人圣西孟及傅里耶，其最著称者

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马克思，承法

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

——摘编自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
世文明》（1915年9月）

魏源与陈独秀对法国关注点明显不

同。结合所学，加以阐释。（11分）

面对此题时，考生可以把解题思维过

程划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确定分角度还是分阶段
本题设问是要求阐释魏源与陈独秀

对法国关注点的不同。很明显，考生可以

从两个角度进行作答，一是阐释魏源的关

注点，二是阐释陈独秀的关注点。

2.每个角度或阶段从“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样”作答

阐释，顾名思义，即要阐述（阐述事

实），又要解释（解释原因及影响）。这正

好也符合历史认识能力的三个进阶层次，

即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通过史料辨析获

得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即事实判断；第二

层次可以称为因果关系或规律性的认识，

它是在已经确认的事实基础上，对各个事

实之间相互关系或联系的认识，即成因判

断；第三个层次可称之为评价性认识，它

是在前两个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对历史上

出现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等进行是

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评价，以资鉴于现实

的认识，即价值判断。通俗一点来说就是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具体到本题，考生在作答时应先通过

材料概括出魏源对法国的关注点表现在

哪里，材料中有法国新王嗣位、帮助美国

打败英国，后国内爆发革命、国王被杀、政

局混乱、拿破仑武力崛起及败亡等，考生

可通过这些信息概括出魏源主要关注法

国的历史和军事。为什么魏源关注点是

这些呢？考生可结合鸦片战争后的时代

背景及魏源个人的主观意图进行分析，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先进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

习的思想。魏源关注法国的历史和军事，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

有何影响呢？结合所学，考生可知其提出

了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思想，增进了国人

开眼看世界的意识。

再看陈独秀对法国的关注点，材料中

“有欧罗巴之人心，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

在今年各区一模考试中，评析、阐释类试题频频出现（见下表），部分考生在做这类试

题时要么缺结构，要么在对背景或影响的分析环节丢项，还有的考生不知道如何进行总

结提升。考生面对这类试题时该如何应对呢？我就这一问题做些分享。

区

东城

西城

海淀

朝阳

丰台

具体题目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变化。（11分）

魏源与陈独秀对法国关注点明显不同。结合所学，加以阐释。（11分）

阅读材料二，评述元朝关于辽宋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的争议与解

决。（5分）

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述列强关于在华划分“势力范围”问题的两种

不同主张。（6分）

阅读材料，选择中华文明的两个特性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内容加以阐

释。（8分）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12分）

一、评析、阐释类试题频频出现

二、评析、阐释类试题的解题思路分析

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继政治革

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人圣西孟及傅里耶，其最著称

者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马克

思，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等

信息，由此可以概括出陈独秀不仅关

注到了法国由于启蒙思想导致的资产

阶级政治革命，还关注到了法国出现

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即将爆发的社会革

命。陈独秀的关注点与其所处的时代

背景和主观意图密切相关，即民国初

年，共和政体没有真正得到巩固，陈独

秀等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反思认识到，

必须批判束缚国民头脑的专制与愚昧

思想，遂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

关注人权与科学的思想，在当时中国

起到什么作用呢？结合所学可知，推

动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使民

众获得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具

有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

3.总结提升
很多考生认为作答完解释影响

就完成答题了，其实不然。这种题特

别考查学生的史识能力，即如何看待

二人关注点的不同？如何给予一个更

加上位的总结提升？即“魏源和陈独

秀的法国观体现了先进中国人对西方

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向西方学习

以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这里包括两

个价值认识：一是二人的不同反映了

对西方认识的深化，二是都体现了救

亡图存的时代潮流。这恰恰体现了本

轮新课程改革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宗

旨，即考查学生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所

体现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有

人说价值观不好考查，而本类试题总

结提升这个环节恰恰要求考生表达出

自己对问题的认识，较好地实现了对

考生价值观念的考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看下面

的这三段答案示例，就能明白答案的

结构设置及每句话的由来。

魏源对法国的关注集中在政治、

军事领域，着力介绍法国的政治演进

与军事武备。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

方的坚船利炮，魏源主张开眼看世

界，编修《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历史地

理知识，借此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求自

强的主张，增进了国人对世界的了

解。（5分）

陈独秀则更关注法国的先进思

想，介绍启蒙思想、进化论与社会主

义思想等主张。民国初年，共和政体

没有真正得到巩固，部分知识分子经

过反思认识到，必须批判束缚国民头

脑的专制与愚昧思想，陈独秀等人发

起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

旗帜，反对封建礼教，推动思想文化

革新，解放人们的思想。（5分）

魏源和陈独秀的法国观体现了

先进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化，

反映了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的时

代潮流。（1分）

结合上述思维过程及答案呈现，

我们可以提炼出评析、阐释类试题的

答题方法：

11..看材料看材料，，确定是分角度还是分确定是分角度还是分

阶段阶段。。本题是要求考生阐释两个人

对法国关注点的不同，还有的题是评

析或阐释某一政策的兴衰，这些试题

均是分角度作答。另外，还有一些试

题围绕某一政策作了时序上的大梳

理，要求考生对某一事物的历史演变

进行阐释或评析，这时就要对这一事

物进行合理的阶段划分，即先分好阶

段再进行评析和阐释。

22.. 每个角度或阶段从每个角度或阶段从““是什么是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三个部分作答三个部分作答。。考

生要依据材料信息确定要评析或阐

释的历史事实，结合材料和所学多

角度分析这一事件或现象出现的背

景、原因，辩证、多角度对这一事件

或现象进行评价。这里有两个点我

要稍作强调，一是“是什么”和“为什

么”可以交换顺序，也可以夹叙夹

议；二是题干所给的材料中有时仅

仅就是事实信息，比如上述例题中

魏源与陈独秀对法国关注的不同，

背景和影响都需要考生结合所学予

以回答，但也有的试题在材料中既

呈现了“是什么”的事实性知识，还

呈现了“为什么”的背景原因甚至还

有影响的叙述，考生在做题时可以

逐句分析，转化为答案。

33..作总结提升作总结提升，，从原因从原因、、影响影响、、趋趋

势角度作答势角度作答，，常用词有折射常用词有折射、、缩影缩影、、是是

对时代需求的回应等对时代需求的回应等。。这部分考查

学生的历史认识，是对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念的考查，而这离不开教材中

的主题和价值立意，如古代史中的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近代史中

社会各阶级探索救亡图存的斗争、现

代史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道路。在最后总结提升时，考生应依

据题干信息所在时代尽量将价值引

到相应的时代主题上。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考生们可以尝试运用上述方法

去解一解本次一模其他各区的类似

试题，在抽象的方法与具体的实践之

间不断循环往复，进而熟练与内化。

三、作答评析、阐释类试题的方法提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