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 2017 年中国史考研科目、考研参考书、考研真题

060200 中

国史

01 史学理

论及史学

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02 历史文

献学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03 专门史 

专门史包括：

思想史、文化

史、制度史、

社会史、经济

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04 中国古

代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05 环境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③

706中国历史④--

无

06 中国近

代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07 中国现

代史
  Y65M40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

语③706中国历史

④--无



专业课的复习和应考有着与公共课不同的策略和技巧，虽然每个考生的专业不同，但是

在总体上都有一个既定的规律可以探寻。以下就是针对考研专业课的一些十分重要的复习方

法和技巧。

一、专业课考试的方法论对于报考本专业的考生来说，由于已经有了本科阶段的专业基

础和知识储备，相对会比较容易进入状态。但是，这类考生最容易产生轻敌的心理，因此也

需要对该学科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做到知己知彼。

跨专业考研或者对考研所考科目较为陌生的同学，则应该快速建立起对这一学科的认知

构架，第一轮下来能够把握该学科的宏观层面与整体构成，这对接下来具体而丰富地掌握各

个部分、各个层面的知识具有全局和方向性的意义。做到这一点的好处是节约时间，尽快进

入一个陌生领域并找到状态。很多初入陌生学科的同学会经常把注意力放在细枝末节上，往

往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未找到该学科的核心，同时缺乏对该学科的整体认识。

其实考研不一定要天天都埋头苦干或者从早到晚一直看书，关键的是复习效率。要在持

之以恒的基础上有张有弛。具体复习时间则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考生应该做到平均一周有

一天的放松时间。

四门课中，专业课（数学也属于专业课）占了 300 分，是考生考入名校的关键，这 300

分最能拉开层次。例如，专业课考试中，分值最低的一道名词解释一般也有 4分或者更多，

而其他专业课大题更是动辄十几分，甚至几十分，所以在时间分配上自然也应该适当地向专

业课倾斜。根据我们的经验，专业课的复习应该以四轮复习为最佳，所以考生在备考的时候

有必要结合下面的内容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第一轮复习：每年的 2月—8月底这段时间

是整个专业复习的黄金时间，因为在复习过程遇到不懂的难题可以尽早地寻求帮助得到解

决。这半年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是整个专业复习压力最小、最清闲的时段。考生不必要在这个

时期就开始紧张。

很多考生认为这个时间开始复习有些过早，但是只有早准备才能在最后时刻不会因为时

间不够而手忙脚乱。对于跨专业的考生来说，时间安排上更是应当尽早。完全可以超越这里

提到的复习时间，例如从上一年的 10 月份就开始。一般来说，第一轮复习的重点就是熟悉

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识，多看看教材和历年试题。只有自己有了阅读体验，才能真正有自己

的想法，才能有那种很踏实的感觉。暑假期间，在准备公共课或者上辅导班的同时，继续学

习专业课教材，扩大知识量。

复习的尺度上，主要是将专业课教材精读两遍以上，这里精读的速度不宜太快，否则会



有遗漏，一般每天弄懂两到三个问题为宜。由于这段时间较长，考生完全可以把专业问题都

吃透。事实上，一本专业课的书，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作为考试内容，但是重要的内容则

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年份的考卷中变换着面孔出现。所以，考生在第一遍精读的时候就需要

把这些能够成为考题的东西挖掘出来，整理成问答的形式。

第二轮复习：每年的 9月—12 月中旬这个时段属于专业课的加固阶段。第一轮复习后

总会有许多问题沉淀下来，这时最好能够一一解决，以防后患。对于考生来说，这 4个月是

专业知识急剧累积的阶段，也是最为繁忙劳累的时候。

在专业课复习上，这段时间应该主要看近年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边看

书边做读书笔记，并整理以前的听课笔记。一项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复习的重点会往

公共课上倾斜，专业课复习所占的时间也会缩短。此时需要注意本年度涉及所考专业的热点

问题。

在复习的尺度上，应该逐渐抛开书本，将书本中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整理成

精练的笔记。然后看自己的笔记并形成自己的东西，因为考试是需要用笔来表达的。所以，

把第一次精读过后的那些重点问题用答卷的方式写一遍，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再根据本专业

的情况，翻查其他的参考用书，将新的知识点补上。一般来说，专业课不可能只涉及一两本

书，不排除出现一些超越范围的考题。因此，可以根据考过的同学的建议去精读其他的参考

书，把重要的内容补充上去。

第三轮复习：12 月中旬—考前一周这个时候的专业课复习主要是认真看第一轮和第二

轮复习时积累下来的读书笔记和听课笔记，不断加深印象，试着自己给自己出题并且结合本

年度的热点问题试图去猜一下专业考题，并想想该怎么答，训练一下解题思路和技巧。

复习的尺度方面，则是查阅本年度该专业最新的热点问题以及报考导师目前研究的主要

课题等，把这些补充上去，整个的复习笔记就比较完整了。在补充和扩展的过程中，查询网

站、期刊等都是很好的手段。

另外，因为考试临近，考生应该注意调节自己的专业兴奋程度，积极地和考研盟友针对

某些问题进行辩论，汲取对方的复习心得。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查缺补漏和深化理解。

第四轮复习：考前一周—考前一天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那么就

不要再费心血去搜集答案了。这是一个博弈的阶段，把自己熟悉的问题尽量把握好才是关键。

这里突出强调的就是要学会调整心态，准备应考，让自己找到考试的感觉。这段时间，

主要是默默地体会所有的知识要点和热点问题，把心态和作息时间调整到最佳，保证考场中



的理想发挥。

最主要的策略——历年试题、笔记、热点问题考研不同于其他的考试，它有着独特的考

试形式和内容，因此复习也应该有相应的方法和节奏。认真研究历年试题，分析出题方向和

特点，这是专业课备考的关键。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分析试题这项工作要提早，因为这对你

看各种考研书籍和资料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不仅要思考，还要动笔，要认认真真把每一

道考研题落实到字面上，你会发现很多原来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同时，这种训练可以避免真

正考试时因时间仓促和心理压力带来的表达上的不成熟。

有些学校的部分专业没有指定的参考书目，这样真题就更为重要了。真题不是拿来做完

了事的，要从命题人的角度、命题者的思路去推测出题偏好，推测这个院系的教学风格。考

生复习时，每复习一遍或每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拿出真题研究一下，结合年内的行业热点（无

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其核心期刊总会反映年度热点问题）和近期理论界的研究争论焦点进行

分析。事实证明，考生对专业真题的钻研确实可以让考生猜到那么几十分的题目。专业课的

真题，要训练对分析题的解答，把自己的答案切切实实写在纸上，不要打腹稿（这样有时候

感觉自己给分点都答到了，实际上却相差很远），再反复对照自己和参考答案（如果有的话）

的差别，分析答题角度，揣摩命题人意图，并用同一道题在相隔一定时间后反复训练，慢慢

完善自己此类题型的解答方法。

历年题是专业课的关键，而融会贯通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考研的专业课考题大体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认知性质的考题，另一种是理解与应用型的，而且以后一种居多。因此，同学

们在复习时绝不能死记硬背条条框框，而应该看清条条框框背后所包含的东西，并且加以灵

活运用。在复习时，首先要把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弄懂，然后要把它们串起来，多角度、多

层次地进行思维和理解。由于专业的各门功课之间有着内在的相关性，如果能够做到融会贯

通，无论对于理解还是记忆，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考生完全可以根据历年的考题，在专业

课本中划出历年涉及的重点，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进行复习。

针对笔记、真题以及热点问题，下面的提纲可能会比较快速地让考生朋友掌握以上的内

容：

1 专业课笔记一般来说，大部分高校的专业课都是不开设专业课辅导班的，这一点在

05 年的招生简章中再次明确。因此对于外校考生，尤其是外地区考生，也就是那些几乎不

可能来某高校听课的考生，专业课笔记尤为重要。可以说，笔记是对指定参考书最好的补充。

如果条件允许，这个法宝一定要志在必得。在具体操作上，应先复习书本，后复习笔记，再



结合笔记来充实参考书。笔记的搜集方法，一般来说，有的专业比较热门，可以在市面上买

到它的出版物；有的专业笔记在网上也可能搜集到，这需要考生多花一些时间；还有的专业

由于相对冷门，那么考生就需要和该专业的同学建立联系，想办法把笔记弄到手。

2 专业课历年真题真题是以前的考试题，是专业课的第一手资料，它更是法宝中的法

宝。对于真题，不能只满足于看上去会做，而是应该去整体分析，分析其中的出题规律和出

题范围。万事万物，必有规律可循，试题也不例外。因此要尽量去弄到更多的试题，最好能

够搜集全最近五年的实考题。经过严密地分析和研究，以下规律浮出水面：1.五年之内，论

述题一般不会重复，这是出题人出题的主体思路；2.简答题三年之内不会重复，三年之外很

有可能重复，毕竟专业考试的出题范围有限，考生可以结合前面讨论的复习方法来比较和分

析；3.名词解释题三年之外必有重复，有些更是经常考到，成为常考点，多多留意；4.密切

关注常考点和不考点（五年之内没有考过的点），这两个点都极可能是下次考试的重点，这

也是前面所提及的。

3 热点问题和热点论文试题一般由专业课的导师出，至少有部分由导师出（其他可能

由题库抽取）。一般来说，某专业课的学术领导人，在出题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目前正在研

究的课题放到考试中去，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公开的秘密。如果事先未读过相关的论文，其

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对于导师的论文，特别是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一定要在复习专

业课的基础上细心研读。

结语总之，从心理到实战，考研对每一个选择它的人都赋予了公平的起点和特别的困难。

当你选择考研时，你要相信自己是勇敢的，与众不同的。而当你的毅力和努力让你有一天相

信自己能够战胜这个挑战时，你就离胜利不远了。

资料来源：育明考研考博官网 www.yumingedu.com

http://www.yuming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