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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史事比较” 

 

一、“史事比较”的概念分析 

（一）比较的基本内涵 

叶小兵教授在《史事的比较》中指出，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时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在

进行分析、判断、论证等思维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比较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史学研究领域还形成了比较史学这样一门支学科。 

叶教授指出，教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对历史进行整体的考察，有利于认识历史

的纵横关系，有利于认识到历史的联系、发展及变化，有利于把握历史事物的特征和性质。

尤其是通过比较，从多个历史事物的对比中探寻它们的本质、特点、规律，使学生更深刻地

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思考和认识。更具意义的是，通过历史比较的这种思维活动，可以从沉寂

的历史中发掘出新意，“由比较而得其异，由异同而求其会通之道，于是历史不再是以往的

陈述，而富有新鲜的意义。历史的价值，由此可以真正表现出来”。 

（二）比较的具体方式 

宋景田高在《考历史比较专题综述》中指出，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熟悉、掌握历史比

较的具体方式，并能根据教学需要，单独或综合自如运用。  

1．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所涉及的时空角度进行分类，是两种最常用

的比较方式。  

纵向比较主要是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

政的比较，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比较等。  

横向比较主要是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

如，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二战后德、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等。  

2．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所包含的内容角度进行分类。  

宏观比较是站在历史的整体角度，对不同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的比较，其

目的是获得对历史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二百年中国和英国历史的比较，中

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等。  

微观比较是站在历史的特定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别的历史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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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具体的比较。对具体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思想各个不同侧面的比较，对两个或两个

以上历史观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比较都属于微观比较。如孙中山、陈独秀两位思想家

政治观点的比较，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和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比较等。  

3．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历史真实性的角度进行分类。事实比较是

对已经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历史比较都应是事实比较。反事实比

较是在比较命题中假设一部分与史实不符的因素，然后进行比较。常用的技巧是增加或减少

某些因素，创设“虚拟前提”。如增加某些因素：“如果西方大国有力地制止了法西斯国家的

局部扩张，就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西方大国并没有制止。增

加这一前提是为了分析其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认识绥靖政策的危害；减少某些因素：如

果不存在黑人奴隶制，就不会发生美国内战。这些命题人为地取消了历史上实际发生作用的

因素，目的是为了证实和衡量该因素的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深化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4．一般比较和特殊比较。这是从比较命题所提供条件的角度进行分类。命题中，两个

或两个以上比较对象都是明确的，我们称之一般比较；只有一个比较对象的，则为特殊比较。  

一般比较由比较对象、比较项、比较要求、比较目的四部分组成。其标准模式是：从

XX 方面，比较 X 和 X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说明 X。  

特殊比较主要有三类：（1）特点类。如，中国抗日战争有哪些特点？第三次科技革命有

何特点？这类命题没有明确的比较对象，粗看像分析题，其实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概括出特

点。抗日战争的特点可从它与中国以前的反侵略斗争的比较中得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也只能从它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的比较中得出。（2）对比类。如，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帝国主

义的侵华方式有何变化？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内容有何变化？工业革命前后，列强对外扩

张的目的、方式和结果有什么不同？这类命题实质是要求比较不同点。（3）“最”字类。如，

罗斯福新政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这类命题要求在同一历史现象内部诸因素中，通过比较，

辨别主次，得出结论。 

（三）比较的一般步骤 

大致说来，历史比较法应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命题。比较首先要有命题、有中心。确定命题应以可比性为前提，以命题

在实现教学目标中的价值为标准。 

第二步：个案分析。比较要以分析为基础。个案分析是对“单位”历史现象的分析，即

对被比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现象逐一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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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综合比较。这是实质性的一步。这一步要求能从彼此相似的比较对象中找出不

同点，从彼此相异的比较对象中找出共同点。其思维过程大致是：（1）明确比较对象；（2）

确定比较项；（3）寻找异同点。命题中，两个或两个以上比较对象都是已知的，按题意比较

即可。遇到只有一个比较对象的特殊比较命题，要先明确另外的比较对象。同理，比较项已

知的亦按题意比较，未知的则要按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顺序确定。历史现象发生前的比较项

主要有历史条件、原因、背景、导火线等。历史现象本身的比较项主要有人物、内容、经过、

方式等。历史现象发生后的比较项主要有结果、性质、意义、作用、局限性、影响、危害等。

这么多的比较项没有必要全部都进行比较，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几项即可。有些命题只要

求比较相同点或相异点，有些兼而有之。没有明确要求的命题，相同点和不同点都要比较。  

第四步：揭示规律。这一步决定比较认识的深度。比较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罗列异同点

的水平上，最终目的要通过对异同点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

律。常见的命题有“谈谈你的认识”、比较“说明了什么”等。这种“下结论”、“谈认识”、

“作说明”，要求论从史出，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二、高考命题分析 

（一） 异同比较类 

1．(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8)据研究，1853 年，印度人均消费英国棉纱、棉布 9．09

便士，而中国是 0．94 便士。这反映出当时中国(  ) 

A．经济受到鸦片战争的破坏           B．实行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 

C．经济的发展水平低于印度           D．传统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2．(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30)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当时

上海放映的各种影片中，外国片与国产片比例约为 2:1；而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比例高达

5:1 甚至 6:1。上海与京津放映中外电影比例不同，能够说明这一现象的应是(  ) 

A．外国电影的制作水平较高        B．京津民众对外来事物更具热情 

C．中国电影拷贝流通税费重        D．上海民众的社会心态更为开放 

3．(2013·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35)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属于

新版的苏俄新经济政策。这一认识的依据是两者都 

A．处于相似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B．面临着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C．巩固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D．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变化比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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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

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

这一变化反映了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5．(2017·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33)     表 3 

英国国民总收入变化表 

年份 约 1770 约 1790～1793 约 1830～1835 

数额（百万英镑） 140 175 360 

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变化表（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工资，1851 年为 100。） 

年份 1755 1797 1835 

指数 42．74 42．48 78．69 

综合表 3 可知，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 

A．工人实际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B．经济快速发展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 

C．工人生活整体上没有改善           D．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6．(2016·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7)明初废行省，地方分设三司，分别掌管一地民政与财

政、司法、军事，直属六部。明中叶以后，皇帝临时派遣的巡抚逐渐演变为三司之上的

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变化有助于(  ) 

A．扩大地方行政权力       B．提高地方行政效率 

C．削弱六部的权限     D．缓解中央与地方的对立 

7．(2016·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31)1965 年，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在进出口总额

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7 年 17．9%上升到 52．8%。这种变化的外交背景是，我国(  ) 

A．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B．调整了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C．推行了全方位外交的政策           D．打破了欧美对华经济封锁 

8．（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35）世界银行在 1968 年的贷款项目为 62 个，贷款总额为

9．5 亿美元；1981 年贷款项目为 266 个，贷款总额为 124 亿美元。出现这一变化是因

为(  ) 

A．新兴独立国家大量增加          B．各国关税税率明显降低 

C．美国西欧经济实力下降          D．世界贸易组织大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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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3·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4)在周代分封制下，墓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考古显示，

战国时期，秦国地区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无明显等级差别；在经济发达的东方

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这表明 

A．经济发展是分封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 

B．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凸显了君主集权 

C．秦国率先消除分封体制走向集权统治 

D．东方六国仍严格遵行西周的分封制度 

10．(2013·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5)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

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答案解析】 

1．【考点】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经济顽强抵抗 

【解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受到破坏，但这不是英国商品滞销的原因，故 A 项错

误；1853 年的晚清政府并没有实行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故 B 项错误；当时中国农耕经

济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印度，故 C 项错误；题干信息表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并

没有完全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滞销，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顽强抵抗，故 D 项正确。 

【答案】D 

2．【考点】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电影发展 

【解析】外国电影的制作水平较高，不能解释上海国产电影比例较高的现象，故 A 项错

误；上海是开埠通商最早的地方之一，B 项表述明显不符合史实，故 B 项错误；题干的

意思是在上海，国产电影放映的比例远远高于北京和天津，再结合题干“上海成为中国

电影的制作中心”的信息，这说明中国电影拷贝流通税费重，故 C 项正确；上海民众的

社会心态更为开放无法解释外国电影比例低于北京和天津，故 D 项错误。 

【答案】C 

3．【考点】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解析】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在 1921 年 3 月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一项

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且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生产的作用。

据此判断，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被认为是新版的新经济政策，其依据在于二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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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面临着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选择 B 项。 

【答案】B 

（二）变化比较类 

4．【考点】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明代玉器制造业；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明代后期

商品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解析】明朝“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

玉制器皿”反映的应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削弱而不是加强，故 A 项错误；明朝后期，随

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玉制器皿数量随之大大增加，以

致于“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也说明经济的发展对等级秩序形

成冲击，故 B 项正确；“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使用玉制器皿并

非局限于市民，且材料并没有涉及伦理观念，故 C 项错误；“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

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说明当时使用玉制器皿的现象非常普遍，并非仅限于低级官员，故

D 项错误。 

【答案】B 

5． 【考点】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解析】依据表中的英国国民总收入和工人实际工资的数据变化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工

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国民总收入的增长，且 1755—1797 年甚至没有增长，所以工

人实际收入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增长，故 A 项错误；表中涉及的数据变化是在英国工

业革命期间，工人使用机器生产，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不是依赖

于廉价的劳动力，故 B 项错误；工人工资在 1797—1835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说明工人

生活在一定时期内有明显改善，故 C 项错误；对比表中英国国民总收入和工人实际工

资的数据变化，可知工人工资水平提高速度赶不上国民总收入增加速度，说明社会贫富

差距进一步拉大，故 D 项正确。 

【答案】D 

6．【考点】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明代地方行政管理 

   【解析】巡抚虽然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材料没有反映其行政权力的扩大，故 A 项

错误；明初地方分设三司，分权的同时也导致地方行政效率降低，巡抚成为三司之上的

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有助于提高地方行政效率，故 B 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三司、巡

抚与六部的关系，因此不能说明六部的权限被削弱，故 C 项错误；派遣巡抚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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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权力的扩大，因此没有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对立的缓解，故 D 项错误。 

【答案】B 

7． 【解析】本题侧重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材料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能力。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我国对外关系面临严峻形势，不仅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敌视和孤立政策，苏

联也在推行霸权主义。中苏两党也由分歧、论战发展到关系破裂，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

化。中国政府也改变了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新中国与某些西方

发达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进出口贸

易的发展，其中中苏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中国与部分东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促

使新中国对对外贸易的重心进行转移，主要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正确选项为

B。其他选项都不是这段时期我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答案】B 

8．【考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世界银行 

   【解析】1981 年世界银行已经转向全球性的发展援助，为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援

助。随着新兴独立国家大量增加，需要从世界银行获得更多发展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故 A 项正确；世界银行属于世界金融机构，与贸易体系中关税税率的降低无关，故 B

项错误；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西欧联合的深入，经济实力显著上升，故 C 项错误；世界

贸易组织成立于 1995 年，不符合时间限制，故 D 项错误。 

【答案】A 

9．【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解读材料信息，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墓葬仍然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而秦国仅

君主墓葬明显高于其余墓葬，这充分表明战国时期秦国率先由等级序列明显的分封制走

向了中央集权统治，选择 C 项。由于铁器牛耕的推广导致分封制瓦解，A 项表述错误；

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表现的是分封制下的等级序列，B 项表述错误；战国时期分封制走

向瓦解，D 项表述错误。 

【答案】C 

10．【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透过历史现象分析事物本质的能力。材料强调的是儒学由汉唐之

际的“周孔之道”到宋代之后被称为“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法的关键应是在宋代发

生的相关因素所导致。宗法血缘制度在战国时期已逐步瓦解，排除 A 项；仁政理念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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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已深入人心，排除 B 项，陆王心学兴起于宋明时期，排除 D 项。促成这一变化

的原因是朱熹整理《四书》并加以注解，使之成为儒学的经典，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选择 C 项。 

【答案】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