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熟练掌握历史类型题的答题结

构，如：解说词题由导语、背景、概况、评

价、定性小结五部分组成，说明观点题由

观点、背景、概况、评价、小结五部分组

成，论证题由论点、背景、概况（论据）、评

价（论证）、小结五部分构成，评价、评析

题则是由背景、概况、评价、小结四个部

分组成。本文仅以考题当中难度最大的

史料实证题为例加以说明。

史料实证题首先要求考生能清晰地

掌握史料类型的种类。史料类型大体分

为五种，主要文献史料包括史书，档案与

文书，文集、笔记、书信与日记，地方史

志，报刊，碑铭与简牍，族谱、契约、账簿

等；主要实物史料包括器物，建筑物，遗

址、遗迹等；主要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或

亲历者的口述回忆，神话，传说，史诗等；

主要图像史料包括绘画、雕刻、照片、古

地图等；主要现代音像史料包括能反映

不同历史内容的录音、录像及纪实性影

视作品等。考生要了解不同史料的真实

性和史料价值有何区别。多则史料记述

的共同事实基本上即是可以确认的史

实；不同的记述，则要指出其矛盾之处，

并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主观意图等方

面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2023 年北京市历史等级考第 17 题

史料实证题试题及参考答案如下。

致敬！致远舰！

致远舰是北洋海军主力巡洋舰，1894

年9月在甲午海战中沉没。战争结束后

清廷颁布上谕，大力褒扬致远舰管带邓世

昌，赐谥“壮节”，从优议恤。有挽联云“此

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材料一 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

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

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成事），遂鼓快

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

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

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1897

年）（此书多参考当时的公文、电报、私人

信函等）

材料二 （致远舰）被1枚重炮弹……

命中了水线。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

重倾斜，显然是受到了重创。该舰的管

带……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

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准备实行

撞击。一阵重炮和机关炮弹的弹幕扫过

他的军舰，倾斜更加严重了，就在即将撞

上敌舰之际，他的船倾覆了，军舰从舰首

开始下沉……所有舰员与舰同沉。

——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的回忆

（《世纪杂志》，1895年）

材料三 致远舰水下考古……由国

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汇集全国

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在丹东市政府的支

持下，联合海洋勘测、潜水打捞等行业的

技术力量，于 2016年秋圆满完成致远舰

考古调查任务。

此次调查，也对致远舰的破损情况

有了较准确的掌握，整体保存一般，钢

板、锅炉零件因爆炸而抛离原来位置，火

烧情况严重。

考古发现外壳板保存完好……近艏

部处发现保存完好的鱼雷引信、一些完

好的弹药，均说明并未发生被鱼雷直接

击沉或鱼雷舱中炮发生殉爆。

致远舰……处于北洋舰队左翼最外

围的位置，也是最容易成为日军集火攻击

的对象……中炮进水后……一直坚持在

战场上（考古揭示出大面积的火烧痕迹）。

——《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

（2023年）

辨析和考证上述材料，并描述致远

舰官兵英勇殉国的过程。

参考答案要点：

材料一认为致远舰被鱼雷击中，锅

炉爆炸，最终沉没；材料二指出炮火攻

击之下，致远舰沉没；材料三提到了炮

火攻击、起火、爆炸和船体进水等信

息。材料一出自时人的军事著作，多参

考当时公文、电报等一手史料，可信度

较高，受到作者立场、资料选择等影响，

需要其他资料印证；材料二来自战争亲

历者的口述，是一手史料，可信度较高，

受到个人立场、记忆偏差等影响，同样

需要更多资料印证；材料三是现代考古

研究新成果，对致远舰沉船事件认识可

信度高，印证了材料二中致远舰被炮弹

击中的记载。

过程描述：战斗中致远舰多处中弹

着火，遭到重创，弹药将尽。此时，邓世

昌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开足马力向敌

舰撞去，船体进水，舰船倾斜，最终沉

没。邓世昌及全舰官兵与舰同沉，表现

出英勇无畏、誓死报国的精神。

1.按照单元要求安排复习

高中历史课本参考《课程标准》的要求，制定了每个单元的要求和学习目

标，对这些要求和学习目标的内容，考生要逐项复习，认真掌握，达到了然于

胸的程度。例如《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

解放战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部分的学习要求和目标为：了解日本军国主

义的侵华罪行；通过了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

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认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理解14年抗战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意义。

2023年北京市历史等级考第19题即考查了相关内容，试题及参考答案如下。

黄河——“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材料一 中国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黄河的敬畏。据甲骨卜辞记载，殷人

每年多次举行黄河祭祀，以求雨、求丰年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

也常常祭祀黄河，以结盟、立誓或祈求战争胜利等。

材料二

1903年

1910年

1923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

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革命派《民声》杂志发表组诗《爱之歌》，其中《黄河》篇写道：

“吾族受此河流赐，产出一部民族志。”

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中写道：“扬子江、黄河

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国共两党代表在黄河边同祭黄帝。毛泽东亲撰祭文，“胄衍

祀绵，岳峨河浩”“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民族诗坛》发表诗歌《黄河》，诗中写道：“黄河！你这中华民族

的母亲，现在你再也不能安睡，东方吹动了号角，杀声震变了天地。”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国”的歌声激起热烈反响，迅速传唱到各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说明中国古代重视祭祀黄河的原因。

（2）20 世纪上半叶，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其时代内涵不断丰

富。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予以说明。

参考答案要点：

（1）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和农业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

生产为主，统治者通过祭祀黄河表示对农业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重

要的政治舞台，诸侯通过祭祀黄河推动外交、军事活动。

（2）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全面加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

革命派将黄河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赋予黄河反抗外来侵略，反对

封建专制，争取国家自由、民族独立的涵义。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安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初步形成，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黄河被赋予全民族团结抗战、国共合作抗日的

涵义。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始终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重视对课本细节的复习

诸如课本的导言、图片名称、内容和解说文字，地图名称、图例和内容，书

中每课的各个栏目如“学习聚焦”“思考点”“历史纵横”“史料阅读”“问题探

究”“学习拓展”，以及课本最后的活动课及附录内容，都可能成为命题的依据

和参考。

如2022年北京市历史等级考第20题【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问答题就

是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下）》第14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历史

纵横”栏目中《一战中的华工》内容改编的。

依托课本做好全面复习 明晰不同题型的解题方法

历历 史史

期末复习务必“抓牢”课本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田子刚

高三期末考试备考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历史必修和选必修课本为复习蓝本，以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题为目标导向，理性借鉴复习资料，进行充分有效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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