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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年中考“市考”改为“省考”。由于历史“材料论述题”的新颖性与难度拔高，因此特别地引人关注。我认为对该题型的教学与考试指导就是

要把握题型的特点，理清题型的解题思路，平时对该题型多研究探讨训练总结，相信历史材料论述题一定不会是中考路上的拦路虎。
关键词: 省考; 材料论述题; 题型特点; 解题思路

中图分类号: G634． 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0049 － ( 2017) 13 － 0148 － 01

今年中考各科试卷由于一改往年做法，由市级组织命题改为省级组

织命题，也就是所谓的“市考”改为“省考”。试卷的命题依据与范围、题
型与题量、试题的难易度、考试的形式较以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

年历史学科中考试卷的题型题量已明确: 选择题三十题; 判断辨析题一

题; 材料解析与论述题三题。在这几种题型中，由于“材料论述题”的新

颖性与难度拔高，因此特别地引人关注。通过学习研讨，我认为对该题

型的教学与考试指导关键就是要把握题型的特点，理清解题思路。

一、把握材料论述题特点

( 一) 材料论述题的样式

例题: 甲午战争期间，民众甚至为了几个劳逸费，帮助日军搬运炮

弹。1938 年春，台儿庄战役打响。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负责指挥作战

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到其寓所共话战局。李宗仁指挥战前一

向都拥兵自重的“杂牌军”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他们放下成见、放下

自私，携手共赴国难; 中共则组织鲁南老百姓，冒着炮火，把大刀、弹药、
粮食、蔬菜、肉蛋、烧酒、食盐等送上前线，再将大批伤病员运往后方救

治。……六里石村，百多户人家，只不过是京杭大运河畔的小村落，却是

大战时的后勤基地之一，一桶桶开水，一罐罐小米稀饭从这里送往前线。
———摘编自《南方周末》2015 年 4 月 9 日第 1624 期《抗战地理二》
1． 什么历史事件的和平解决，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 2

分)

2． 阅读以上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
( 6 分，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 二) 材料论述题的基本特征

以上面所供试题为例，材料论述题一般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 外显特征: ( 1) 所给材料纯文字类。( 2) 所给材料阅读量少，一般

无阅读障碍。( 3) 该题总分值 8 分，一般设两问，第一问 2 分，第二问 6
分。( 4) 第一问设问简单，学生容易得出答案。

2． 内涵特征: ( 1) 观点提炼一般为陈述句，常见的是肯定式判断句。
( 2) 注重对学生的开放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史证思维能力的考查。( 3)

要求运用历史学科语言，提炼和论证观点，展示历史学科素养。( 4) 论述

过程，紧扣观点，史论结合，强调论证意识与逻辑表达，论述简明扼要，分

层给分。( 5) 第二问属拔高设问，能较好区分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力水平

差异。

二、理清材料论述题的解题思路

了解把握了材料论述题样式和题型特点，更重要的是要理清解题思

路。例题中设问部分第一问: 什么历史事件的和平解决，标志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这个设问一般简单，主要考察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

的掌握情况，属送分题。材料论述题难就难在试题中设问部分的第二

问，即要求学生根据所提供的文字材料，通过阅读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

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我觉得在这一过程当中，无疑是对学生的阅

读能力、归纳能力及论述能力进行了一个综合整体考察。因此学生在解

答材料论述题的这一设问时需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 一) 读懂试题所供材料。通过仔细阅读材料 ( 含材料的出处、介

绍) ，搞清楚材料中讲的是什么，能较快地概括出该材料中心内容。这能

为顺利提炼出有效观点奠定坚实基础。以所供试题为例，我们通过阅读

后明白这是一则抗日类的材料，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军( 国民党及共

产党军队) 民( 老百姓) 同仇敌忾，互相支持共同抗日的史实。
( 二) 明白观点的含义。试题中要求提炼的“观点”即要求提炼“历

史观点”，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人们对客

观对象的主观评价。历史观点不宜停留在具体的“史”( 史实) 上，要上

升到“论”( 结论或理论) 的高度。
( 三) 要依托材料提炼观点，观点不具单一性。从所供材料的不同角

度都可以提炼出观点，但为求最贴切主流的观点，就必须根据题干具体

要求依托材料去提炼观点，脱离所供材料凭空写出的观点，就会使观点

失去了依托，材料论述题也就失去其考查的意义。以上面所供试题为

例，我们可从四个维度进行思考与提炼观点: 1． 全民族抗战观点: 全民族

团结抗战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 2． 国共合作观点: 抗战的胜利是国共

合作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结果; 3． 民众觉醒观点: 民众的力量是

抗战胜利的法宝; 4． 抗战精神观点: 抗战精神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

族气概。观点一般宜用陈述句式，简明扼要完整的一句话为最佳。
( 四) 论述过程要紧扣观点，结合材料和提示要求，史论结合，条理清

楚。论述是因观点而起，游离于观点的论述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因此

论述过程一定要紧扣观点而展开，这是材料论述题在论述环节重要的原

则之一。材料论述题的另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进

行论述，论述过程要坚持史论结合，史实论据选择要得当，利于证实论

点，且论述过程一定得条理清晰，不能出现史实性错误。通过例题阅读，

归纳提炼出的观点可以是: 全民族团结抗战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论

述就应从所供材料中去选择全民族怎样团结抗战的史实论据去论证它

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可以首先结合所学知识从民族危机起笔，中华

民族团结一心抗战，接着结合材料从广大民众、国共两党抗战的层面简

要论述共同抗日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史实，从而证明全民族团结抗战是抗

日战争胜利的根本这一观点。具体的论述过程可以是这样: 面对日军的

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广大

民众以各种方式积极参战，支援前线; 国共两党再度实现合作，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 全民族团结抗战是抗

日战争胜利的根本。
总之，只要我们平时对材料论述题多进行研究探讨，让学生多训练

总结，我们相信历史材料论述题一定不会是中考路上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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