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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史论脱节

课前提示

荫明确史实与结论的区别。
荫史论结合须坚持的五个原则。
荫史论脱节的五个主要表现。

史论脱节是史论结合的反面，是学生学科能力欠缺的表现，这也是各种类型考试关注的重

点。从考试角度来看，史论脱节往往是选择题干扰项设置的方法，也是非选择题答题失分的重

要原因，十分值得研究。

史论结合需要坚持真实性、全面性、充分性、针对性和逻辑性。史论脱节恰恰违背了这

些原则。因而必须对这几个原则充分理解，并能准确分类，如此才能提升能力，真正培养学科

素养。

一、正确区分史与论

在答题的过程中，令不少学生感到棘手的是分不清楚史和论。下面从事实与史实、史

实与结论两个方面做一下说明。

1. 事实与史实

事实是指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存在。例如，抗日战争就在 70多年前真实发生过，属于客观事实。客观
事实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但是它具有过去性，一去不返。如何才能再现历史

呢？这就必须凭借史料，史料是客观事实遗留下来的痕迹。根据史料复原的事

实就是史实。由于遗留下来的史料往往残缺不全、一鳞半爪，甚至相互矛盾，

因而，根据史料重建的史实与客观事实还是有差距的，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

庭。客观事实具有客观性，史实已经打上了主观色彩，但是尽最大可能保证客观性和真实

性是史实的生命源泉所在，也是历史学永恒追求的目标。

2. 史实与结论

复原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项基础性的任务。历史学更有价值的使命是依据史实，汲取历

史智慧，服务于时代的需要。这就要在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发挥历史学鉴今的功能。

以抗日战争为例，通过学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全民族抗战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

原因。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共之间的斗争容易被外国利用而使得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如日本趁着国民党围剿红军大举侵华；美苏利用国共矛盾通过了损害中国利益的 叶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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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塔协定曳，最终导致外蒙独立。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一个更有价值的结论：国家内部的统
一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这个结论对于当今之中国与世界，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富有指

导意义。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部的团结与统一是必要的前提。今天我国坚决打

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历史智慧在当今社会的运用。

3. 史与论的区别

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石，史实的真实性是历史学科学性的源泉，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历

史学永恒的追求。与史实不同的是，结论是主观性的，由于论者的价值观、生活经验、

人生修养等自身因素的差异，对同一史实，也往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论是人们

对史实所持有的看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个人的情感色彩与态度倾向。

【典题 1】 近代一有识之士曾说：“一国所得，诸国安然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

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上述言论针对的是 （ ）

A. 领事裁判权 B. 片面最惠国待遇
C. 居住及租地权 D.“门户开放”政策
【试题分析】 例题中，该有识之士对片面最惠国待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史

实就是片面最惠国待遇，题干这段话则属于结论。该有识之士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到该项特

权对中国的危害，而且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强烈的情感，对列强的愤慨，对清政府卖国行为

的谴责。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史实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而结论具有主观性和情感性。

答案为 B。

二、史论脱节的类型

从试题命制的思路来看，一般有两个路径，一是从史到论，一是从论到史。前者为论

从史出，史论结合；后者为史学证明，用具体的史实来证明结论。无论从史到论，还是从

论到史，都必须遵循思维的基本规律：实证性和逻辑性。结合历史学科命题的基本趋势，

这两个原则可以具体化为五个原则：真实性、全面性、充分性、针对性和逻辑性。因而，

史论脱节具体表现为违背了这五个原则。

1. 违背真实性

真实性是指实证性，即史实必须经过严密的证明，必须确保真实性，这是正确推理的

前提。缺乏真实性往往是试题中干扰项设置的重要方法。

【典题 2】（2014·海南卷·15） 1900～1901年间，上海地区“言爱国者”，多积极讨论
光绪帝之存废问题，“尚不知革命为何物”。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 （ ）

A. 革命派尚未开展救亡运动 B. 上海的社会风气相对保守
C. 废除帝制成为社会的共识 D. 改良仍然是社会主流思潮
【试题分析】 题干反映了 1900～1901年之间上海地区的舆情。早在 1894年，孙中山

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举起反清大旗，A项的表述违背了真实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上海作为西风浸染最早的地区之一，风气要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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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相对开放，讨论帝制存废问题是思想开放的直接表现，故 B项违背了真实性。C项违
反了逻辑性，以个别代替整体，属于以偏概全。材料最多能得出上海地区“爱国者”的共

识，而不能得出全体人民和全国范围的主流民意。D项既体现了改良思想，又反映了革命
尚未成为共识，故 D项概括全面、准确。

2. 违背全面性和充分性

全面性和充分性是逻辑性的主要内容，由于辨析难度较大，专门独立出来，可以帮助

学生提升思维水平，提高对此类干扰项设置的方法的认知。全面性是针对结论而说的，即

结论必须涵盖所有的史实信息，不能有遗漏，否则就是以论带史，主观剪裁客观。充分性

在逻辑学上的术语是“充足理由律”，即史料必须充足，能够得出结论。违背全面性和充分

性也是干扰项设置的常用方法。

【典题 3】（2014·北京卷·15）在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是，使用单
一或不充分的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下列选项中没有这类错误的是 （ ）

A. 叶授时历曳 的颁行比现行公历早 300年，所以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领先世界
B. 叶西游记曳 是明代的一部优秀小说，所以明代文学蓬勃发展
C. 唐代 369位宰相中有 83％来自北方，所以唐代宰相的来源存在地域差异
D. 南宋扬州的城市人口占扬州总人口的 81.83％，所以南宋的城市化水平很高
【试题分析】 A项中史实不够充分，仅从历法一项不能得出“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领先

世界”这一结论。如果要得出这一结论，还要从农业科技、手工业等多个方面寻找支持这

一结论的史实。B项中的史实不够充分，要得出明代文学蓬勃发展这一结论，需要从小说、
戏剧、诗文等方面入手，仅仅用一部小说无法得出这一结论。C项史实与结论之间构成了
逻辑关系，材料中对 369位宰相的地域情况进行统计研究，证据比较充分。D项史实不够
充分，要得出南宋的城市化水平很高，必须从扬州与长安、洛阳、苏州、杭州等大都市的

综合比较才可以得出该结论。这则史实只能得出“扬州的城市人口远高于农村人口”的结

论。故选 C。

3. 缺乏针对性

缺乏针对性其实就是逻辑学上的偷换论题。偷换论题是干扰项设置的重要方法，它的

迷惑性在于表述正确，但是结论与史实缺乏内在联系，你说张三，我谈李四，各吹各的号，

各着各的调。为了便于学生辨认这种错误类型的题，把它从逻辑性中单独列出来。学科能

力欠佳的学生极易被表述的正确性所迷惑，而未充分考虑史实与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典题 4】（2014·江苏卷·1）在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上，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
张民贵君轻，董仲舒主张“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材料表明，董仲舒 （ ）

A. 继承了原始儒学的全部宗旨 B. 背离了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
C. 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仁爱思想 D. 摒弃了原始儒学的德治主张
【试题分析】 材料是一个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此复句中省略了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董仲舒神化皇权，贬低民众的地位，这与原始儒学强调民本思想明显不同。A项自相矛盾，
违背了逻辑性；B项表述正确；C和 D两项均缺乏针对性，材料讲的是君民地位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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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两项讲的是仁爱和德治，文不对题。故选 B。

4. 违背逻辑性

逻辑性是历史学科思维活动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推理过程中常犯的错误有偷换概

念，即在推理中，概念所指的内涵和外延被人为地扩大或缩小，导致结论不够严谨。除此

之外，还有虚假理由、自相矛盾等类型的题。这类选项判断难度较大，对学生学科思维水

平有较强的考查功能。

【典题 5】（2014·广西卷·12）汉初，官方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但后来一些商人“假
二千石（官员级别）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这反映出 （ ）

A. 朝廷的抑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B. 休养生息造成消费观念的改变
C. 官员与商人的社会地位渐趋一致 D. 原有规制受到商业发展的挑战
【试题分析】 材料是一个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可以概括为：汉朝的抑商政策与实施

效果相悖。A项属于偷换论题，官方并没有调整抑商政策，而是商业突破了抑商政策的
限制获得了发展。B项属于偷换论题，题干谈抑商政策的成效，题支谈消费观念的变化。
C项错误，属于过度推理，商人虽有财力，有能力生活奢侈，但是未能改变被政治歧视的
命运。D项正确，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官方抑商政策的局限，使得抑商政策的初衷与实施效
果背道而驰。故选 D。

1.（2014·重庆卷·8） 1940年 12月 23日，重庆《大公报》报道：“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张书
旂为庆祝美国罗斯福总统第三届连任大典……特制《百鸽图》一巨幅（相赠），甚为精致，蒙委

员长赞许，亲题‘信义和平’，以颜其额。”此图赠予美方的深层用意应该是 （ ）

A. 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B. 对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表示慰问
C. 庆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 D. 感谢美国在开罗会议上支持中国

百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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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山东卷·17） 19世纪 60年代，江浙地区出现了“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

市……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的现象。它

反映出 （ ）

A. 资本输出成为列强侵华的主要手段
B. 开埠通商促进了江浙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
C. 中国对外贸易由入超变为出超
D. 市场扩大刺激了江浙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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