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月考试卷（主观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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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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题答题技巧】开放题解题方法 

开放题题目材料或设问，往往或隐或显地呈现了固定的“观点”（“信息”），因此，答题时考生须先阐释材料中

已明确或蕴含的观点（信息），然后作出判断（信息类的不用判断），接着进行评述、论证、阐释、或说明。具体步

骤如下： 

第一步：审问题，明确题目的要求。一要注意题目要求回答的关键词，如“观点”、“信息”、“现象”、“说

明”、“论述”等，二是明确题目要求论述的时空范围（是中国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还是世界近现代等等）；

三是答题要求，即在题目问题后用“（ ）”另外进一步做的要求。 

第二步：审材料，明确材料的观点（信息）。首先，要注意材料形式（是文献型、图片型、地图型或表格型等）

及材料引自哪一本或几本著作（论文），有时材料出处也是解题的关键。接着，带着题目关键词去阅读分析材料，

对文献型材料注意分层，并用“//”符号隔开，以便对每一个层次的观点（信息）进行概括，有助于选择自己最有

把握的观点（信息）。对图表类的材料，则注意图表的标题，图表的标题就是观点（信息）的主语；然后注意图片、

表格所给的信息，尤其是其呈现的变化或共同之处，变化的内容或共同之处就是论题的宾语。如 2018 年卷Ⅲ 第 42

题，表格标题“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表”就是观点的主语，即“东汉班固

所撰的《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表体现了什么”。又如 2019年卷Ⅲ 第 42 题表格标题“《汤姆

叔叔的小屋》翻译与改动的部分情况” 就是观点的主语，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与改动的部分情况体现了什

么”等等。 

第三步：找关联，说明理由（或论述、评述）。结合题目的要求，尤其是时空范围要求，迁移教材中相应的史

实来进行论述。 

第四步：组织答案，格式要规范——全国卷答题格式：观点（见解）+论证（3个史实+3个评价）+小结 

【真题演练】 

(2019·全国Ⅰ卷，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

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国史大纲》(1940)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

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