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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解的知识是死知识，没有知识支撑的能力是假能力——

中招历史开卷考试
仅靠翻书 难拿高分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1.表述型选择题：也称肯定型选择
题。其题干中常用“……是”“表现在”

“反映出”“标志是”“开始于”“内容是”
“性质是”“特点有”等提示语。主要考
查的是对历史基础知识的识记及再认、
再现能力，这是选择题中最常见的一种
类型，难度不大。

2.否定型选择题：也叫逆向选择
题。此类题有3个备选项是符合历史事
实和历史逻辑关系的，要求将另一个不
符合要求的选出来。主要特点是：从题
干结构上看题干中表达否定式的提示
词或限制词，如“不是”“不包括”“没有”

“不正确”“错误的”“无关”“不符合”“不
属于”“表述错误的”等。

【例题】秦始皇虽然是历史上著名
的暴君，但也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他为了巩固秦朝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
措施，其中不包括：（A）

A．分封制 B．中央集权制
C．郡县制 D．皇帝制

3.因果型选择题：即考查历史事
件、历史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的选择
题。考查有两方面：一是由结果推断
出原因，标志性词语有“原因是”“目
的”“是为了”等；二是由原因推出结
果或影响，标志性词语有“影响”“结
果”等。

【例题】郭沫若说：“由秦到现在两
千多年了，我们依然感觉着春秋战国在
学术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是
因为春秋战国出现了 （C）

A．竞相改革的时代风潮 B．
诸侯争霸局面 C．百家争鸣的活跃局
面 D．商业繁荣局面

4.比较型选择题：即把具有可比性
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或把同一历史现
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放在一起，通
过分析、归纳、比较，找出其相同点或不
同点。标志性词语有“相同点”“不同
点”“共同”“相似”等。这类题常用排除
法做。

【例题】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统
治，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曾：（A）

A．对匈奴用兵 B．大规模修筑
长城 C．实行分封制 D．推崇儒家

思想

5.组合型选择题：指将同一类的事
件或现象按一定的关系进行组合的选
择题。

【解题方法】解答组合型选择题最
有效的是选基法+排除法，即认真审读
主题材料、题干和备选项，结合知识，先
选定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
为基点，再运用排除法，将备选项中明
显错误或明显正确的选项从备选项中
排除，以缩小范围。再对其余选项进行
比较分析，确定正确选项。

6.排序型选择题：即把打乱了顺序
的事件按一定的要求（时间、空间或逻
辑顺序）排列出正确的顺序。

【例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历经
汉、魏、唐、宋、元、明、清，是中国时代跨度
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
古代建筑群。对下列建筑所体现的文化
内涵按顺序进行排列，正确的是 （A）

一、少林寺塔林 二、嵩阳书院
三、中岳庙

A．佛、儒、道 B．儒、道、佛
C．佛、道、儒 D．道、佛、儒

7.材料型选择题：材料型选择题就
是以文献、图表等材料为载体而设计出
来的选择题。

【解题方法】1.通过看引文的出处和
作者等信息，确定材料涉及的历史背
景。2.读懂材料，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
效信息，弄清材料内容及相关的人物或
事件。3.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
行知识迁移，找出符合题目要求和历史
事实的选项。

8.概念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对历史
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题干中多
提出一个基本概念，选项则多是对这一
概念的阐释或解释。选项多是立足于
对历史概念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把握。
在题干中经常出现的主要标志性词语
有“内容是”“标志是”“性质是”“特点
是”“准确的理解是”等。

【例题】在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官
僚机构中，被称为“百官之长”“助理万
机”的官职是 （B）

A．郡守 B．丞相
C．御史大夫 D．太守

开卷考试需要更扎实的基
础，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强的综合
分析能力，否则面对考卷你将无
所适从。

每一道试题所考查的知识都是
平时学习的内容，但又不是直接的
一问一答，都是对基础知识的提炼
和加工。

比如 2011 年河南中考的一
道题：

“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
不能维护民众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
家主权的腐朽没落政府”的事件是：

A．《南京条约》的签订
B．《北京条约》的签订
C．《马关条约》的签订
D．《辛丑条约》的签订
答案选D。这道试题考查的是

《辛丑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教材中的
叙述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
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道
中招考试题，它没有把教材的评价直
接照搬过来，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加
工，如果学生不能真正理解“使中国
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含
义，是无法准确回答这道题的。

第一轮复习：依据课标、夯实基
础，把历史事件“穿成串”。

复习目标：从教材中找到考点，
分析考点，强化识记考点。这一遍是
打好基础的关键，要细要慢。

第二轮复习：专题复习、增强
能力。

复习方法：通过某一时期历史现
象和历史事件之间显性或隐性的联
系，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体线索和
阶段特征，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对
主干知识融会贯通，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主题知识结构。

通过对阶段特征的归纳、概
括，对历史事件的比较、分析，掌握

归纳、概括、分析、比较等思维方
法，增强历史思维能力和知识迁移
能力。

如复习到一个问题时，可联系到
同类其他问题，例如复习中国共产党
几次重要会议时，可由“一大”联系到

“遵义会议”“七大”“十一届三中全
会”；复习资产阶级革命时，可以联系
到美国、法国、俄国、日本的资产阶级
革命和改革。如果只掌握零碎的知
识，孤立的记忆几个分散的知识点，
不可能有效完成知识层面的整合。

第三轮复习：综合检测、查缺
补漏，加强应试技巧和解题方法
能力。

做选择题 有这些技巧

复习分三轮 重点各不同

有些答案 只能靠理解 翻书翻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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