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月考试卷（选择题）导学单 

【自我检测】整理错题，并根据自己的错题找出知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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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答题技巧】 

高考历史选择题的常考题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文字材料型、图画型、表格数据型、概念型、因果型、结论型、

比较变化型、组合型。 

不同类型的题目有相对独特的特征，同时，可以采用相对不同的解题技法来作答。 

但做题的第一步是审好题。如何审题？ 

（1）审题干：要做到“四审”，有的放矢。 

第一，要明确题目结构，找出关键词语，确定答题方向； 

第二，要界定题目涉及的时空范围，以明晰答题范围； 

第三，要弄清题目的基本类型，结合相应的答题方法进行思考和把握； 

第四，要明确涉题概念、理论和观念的内涵和外延。 

（2）审备选项：要“四推敲”备选项，对症下药。 

第一，推敲备选项是否符合史实、基本常识； 

第二，推敲备选项是否符合题干要求； 

第三，推敲备选项是否与题干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第四，推敲备选项之间是否存在并列、从属、对立、因果关系。 

【真题演练】 

1.（2020·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30）1949年 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

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这一指示有利于当时 

A. 在经济领域实行公私合营                   B. 接管城市后生产的恢复发展 

C. 确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D. 对新民主主义政策进行调整 

2.（2020·新课标全国 II卷文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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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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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新课标全国 II卷文综·29）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

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

变成了军阀的工具。”由此，中国共产党 

A.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                 B. 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 

C. 批判“左”倾错误的危害性                 D. 动员工农红军进行战略性的转移 

4.（2020·新课标全国Ⅲ卷文综·26） 唐代书法家张旭曾说：“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

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据此可知，张旭书法呈现出 

A. 书写结构的严整性                         B. 书写气象的灵动性 

C. 书写笔画的繁杂性                         D. 书写技法的内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