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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攻略| 历史主观题万能答题模板总结 

 

历史大题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但怎么很好的解决呢？今天我们就分析如

何做大题，如何从不同角度解答，大家不要错过哈~ 

 

历史分析“公式” 答题模式 

 

1.历史背景=（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 

⑴经济背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格局+……  

⑵政治背景=政局+制度+体制+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军事+……  

⑶文化背景=思想、宗教+科技+教育+……  

 

2.历史条件 

与背景分析基本相同，更侧重于有利因素  

 

3.原因广度：原因=主观（内因）+客观（外因） 

⑴主观原因：事件发起、参与者内在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因素   

⑵客观原因：自然、社会环境、外在各方面经济、政治、思想因素等   

原因广度与背景分析方法基本相同，背景侧重于静态分析，原因更侧重于动态

分析。 

 

4.原因深度：→直接→主要→根本 

⑴直接原因：最直接引发事件的偶然性因素（导火线、借口等）  

⑵主要原因：包括引发事件的主观、客观各方面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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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根本原因：历史趋势（生产力发展、时代要求）+主观需要等  

三者既有层次区别，又有联系渗透，如“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

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主要原因涉及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包括帝国主义侵略、

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壮大、十月革命影响、马克

思主义传播等因素；根本原因则是主要原因中最深层的因素。  

 

5.矛盾分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阶级矛盾、阶级内部矛盾、

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矛盾…… 

历史主观题答题思路 

 

1.答题的文字表达方式 

基本方法： 

 ①文字表达一要字迹端正、排列整齐、疏密得当；  

②文句通顺、平实、语言准确； 

③在形式上“三化”，即段落化，一问一段，简明直观；要点化，一个得分点

一句话；序号化，不同的段和不同的句上标出不同的序号，做到条理分明，一

目了然。 

 

2.问答题的答题方法 

基本方法：解答开放性问答题必须明确：重要的不是持何种观点，而是能有理

有据的论证自己的观点，即论证是否符合逻辑，是否严密，材料与观点是否统

一，理由是否充足。因此，解答此类题目，首先要确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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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通过对史实的概括提炼，来充分支持观点，尽量少漏观点支持点。第

三，要做到史论结合，有论有据。第四，论述要全面，如该题在肯定积极作用

的同时，要指出消极作用，切忌绝对化。 

 

3.如何解答主观题中“说明了什么”类型的问题 

基本方法： 

回答说明了什么，实际上是考查把握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回

答是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 

（1）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什么？有何进步或倒退的作用？  

（2）这种斗争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  

（3）如果是偶然，说明斗争的曲折复杂，而且要进一步创造条件；如果是必

然则说明这种斗争的根本无法实现，是空想。  

 

4.论述题的解答和史论结合的方法： 

基本方法： 

回答论述题一般有三个步骤。 

第一、判断是非，表明自己的观点。 

第二，列举史实，说明自己的观点。在这一步当中有注意将母观点（即总的观

点）分解成若干个子观点，用所掌握的史实进行论证。观点的展开要有层次性，

做到由表及里，有浅入深，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而每个观点都要有史实的支

撑，做到史论严密结合。 

第三，要适当小结，升华观点。解题中的史论结合，主要是指要有适当的史实

作为立论的基础，要有鲜明的观点作为立论的导向；坚持“从历史中来，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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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去”的原则。“从历史在中来”，就是从史实中提炼观点，“到历史中去”

就是由观点驾驭史实，做到观点与史实的统一。  

5.怎样评价历史人物 

基本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要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  

首先，必须全面把握其历史活动； 

其次，要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把这些活动分为积极（或进步、功绩）和消极（或

反动、过错）两方面，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其活动呈现明显阶段性，所以还要

分阶段评价； 

第三，评价的标准和原则有： 

（1）生产力标准 

（2）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的唯物主义原则，不要夸大

英雄人物的作用 

（3）阶级的观点 

（4）时代的观点，即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的，则肯定，反之则否定，同时注意不要用现代人的标准评价古人；  

（5）不要以偏概全 

（6）客观公正，不要带感情色彩 

（7）注意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6.如何分析历史事件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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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项分析：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分析影响。  

例：鸦片战争：经济影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

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

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政治影响——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革命任务和性质的变化。思

想影响——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外交影响——由闭关锁国到

门户洞开，独立自主的中国开始沦落为一个主权残缺的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

义列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复是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侵略与被侵略、

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B、全面分析：一分为二，既要看到积极影响，也要看到消极影响或局限性，

还要分清主次。  

例：文艺复兴的影响（见上课笔记） 

 

7.国际化分析 

中国对外国的影响，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中外结合思考。  

例：如鸦片战争对英国和世界的影响：对英国，英国战胜，凭借不平等条约向

中国倾销商品，从中国掠夺原料，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世界，

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一环。  

 

8.转化分析 

就是要学会迁移和推广，会转化思维。有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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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特殊性影响转化为普遍性影响。例：由鸦片战争的影响思考工业革命后西

方列强侵华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由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影响思考中国古代统一的

影响。  

二是普遍性影响转化为特殊性影响。例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课本上讲了对亚非

拉的影响（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灾难：政治上——欧洲殖民者开始对亚非拉进

行政治的控制和渗透；经济上——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思想文化上——文化和

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 

对中国的影响呢？政治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从海路相继来到中国边疆

进行侵略活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使明清统治者走向闭关锁国。第

二，明朝中后期，美洲高产农作物通过菲律宾传入中国，为清朝人口快速增长

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天主教从海路传入中国，明清之际出现“西学东渐”

局面。 

 

9.学科交叉分析 

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即历史事件对政治的影响，对地理的影响。  

例：中国古代的垦荒，政治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局，地理上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如英国工业革命，政治上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地理上

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