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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4 年中考历史论述题解题技巧指导
        

        历史论述题，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能较全面地考查《课程标准》中规
定的各项能力，是中考必考的一道题型，因此掌握解题技巧十分重要。

一、基本特点
         历史小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具体有以下特点:

11、方式：、方式：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1)立论题，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
(2)驳论题，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
22、命题的形式，一般三类、命题的形式，一般三类
(1)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
因、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
2)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
③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
33、评分的要求，有四条规则、评分的要求，有四条规则
(1)字数限制，一般在200字以内。
(2)分层次划等第给分。评定标准为：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说明其提出的观点。
3)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谨。
(4)(4)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



二、怎样才能做好历史论述题         

1.1.具备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具备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①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②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2.2.表述成文表述成文：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3.3.语言精炼语言精炼：历史小论文一般都有字数限制，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
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 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
要害。
4.4.答题模板：答题模板：
（1）总结观点
（2）寻找事例（寻找两个能证明观点的事例）
（3）综上所述

一、2024 年中考历史论述题解题技巧指导



二、初中教材核心考点观点类型专练

注意：在材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内容，结合关键字确定考察的内容

1、改革创新类：如：大化改新、封君封臣制度

模板：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改革创新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

适宜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符合国情的政策调整促进经济的发展。



回答：
根据左侧材料，选择一个类别，根据类别的主
题确定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世界近现代史
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根据材料中的
两个历史事件，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一个
历史事件，加以论述，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类别 历史事件

思想变革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制度创新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

民主法制 《权利法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技术革新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改革强国 1861年改革、明治维新

——摘编自姜红珍、沈为慧、何成刚主编《世界近现代史
》

典例：阅读以下材料，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示例四】类别：改革强国

观点：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推动了国家的强盛。

论述：1861年，俄国面对农奴制危机，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改革，废除农奴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自由
劳动力、资金等，推动了俄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68年，日本面对民族危机，明治政府实行一系
列的改革，采取废藩置县、殖产兴业等措施，推动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
亚洲强国。1933年，美国面对经济大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采用国家干预经济手段，走出困局，对美国
及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面对社会危机，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针对性的改革措施，除旧布新，有力地推动了
国家的发展。



典例：观点：改革和开放是相互推动、互相促进的。

论证1：国家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
极性，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对外经济交流和现代化建设有巨大推
动作用。

论证2：国家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对引进外资、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的进一步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论：改革和开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
的合力，它们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典例典例  ：观点：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观点：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论证1：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
队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为以后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论证2：北魏孝文帝即位后，推行汉化措施，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等，这些措施促
进了民族交融，也增强了北魏的实力。

论证3：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不但使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
且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跃上一个新台阶。

论证4：罗斯福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不但使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使美国联邦政府的
权力明显增强。

结论：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坚持改革开放，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
根据左侧材料，选择一个类别，根据类别的主
题确定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世界近现代史
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根据材料中的
两个历史事件，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一个
历史事件，加以论述，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类别 历史事件

思想变革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制度创新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

民主法制 《权利法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技术革新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改革强国 1861年改革、明治维新

——摘编自姜红珍、沈为慧、何成刚主编《世界近现代史
》

典例：阅读以下材料，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示例一】类别：思想变革
观点：思想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论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解放了人的思想，冲破了欧洲封建制度、宗教神学思想对人
的束缚，助推了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欧洲资
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思想的传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
发做了理论准备，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了俄国十月
革命，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思想变革促进先进思想的传播并指导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先导，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二、初中教材核心考点观点类型专练

注意：在材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内容，结合关键字确定考察的内容

22、政治制度类：、政治制度类：

模板：制度创新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动力。模板：制度创新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动力。

先进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先进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

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曲折的历程。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曲折的历程。



 

典例：观点∶社会制度的更替过程充满艰巨和曲折。

论证1：1640年英国议会重新召开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查理一世领导国王
军队与议会军队交战，经过几年斗争，失败了。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英国
宣布为共和国。克伦威尔独揽大权，后期出现了斯图亚特王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
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开始到确立君主立宪
政体，历经几十年的斗争和探索，体现了艰巨性。
论证2：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17年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2年苏联成立并于
1936年正式形成苏联模式。历经赫鲁晓夫等人的改革，没能突破苏联模式的弊端，苏
联最终解体了。
论证3：中国于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且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道路，
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国家综合实力，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
见，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结论︰综上所述，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历经曲折，但是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方式才能真正巩固制度。新时期的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典例：观点：新的社会制度战胜旧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长期斗争，最终
取得胜利。

         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

曲折的过程，并且都呈现出由开始到顶峰、再由顶峰到低谷、最后发展
到一定高度的曲线趋势，而以英、法两国尤为典型。

论证1：在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中，英国出现过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克伦
威尔独裁；

论证2：法国出现过拿破仑独裁。其间充满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表现出历
史发展的曲折性，但在无数次斗争之后，新的社会制度最终战胜旧的社
会制度。

结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一定的曲折性，
新的社会制度最终会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国
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552033102400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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