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高考材料题解题训练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此类试题的设问中多含有“内容”“措施”“观念”“表现”“内涵”等词语，

主要者查考生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并进行归纳、辨别的能力，解题时对材料信息的提

炼、转化是关键。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第一步 审设问，确定答案来源。①设问如果要求根据材料分析，只需去材
料中找到符合要求的语句即可；②设问如果要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除了需要
去材料中找到符合要求的语句外，还要调用所学的相关知识。

        第二步  围绕设问要求去材料中找到相关语句。①在解读文字材料时，注意

寻找有效信息，找出与设问相关的关键词；②注意由表及里地提取信息，从表面信息

中推导出隐性信息，探究实质、规律；③涉及多个材料时，要注意进行对比，找出多
个材料中观点相料中找到相关语句 近或相反的语句；④重点关注材料中的时间信息、
主旨句、转折句、总结句等；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第三步   对材料信息进行   作答时要用高度概括的语言逐条列出，

不要用材料中的原话归纳整合。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二 .例题（中国民本思想的嬗变/2024·黑龙江齐齐哈尔9月调研）(14分)

       材料一  汉唐及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

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

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

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注重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

确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

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民；慎刑罚；等等。明清时期的

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亦不像汉唐以后的

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

尤其批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摘编自赵树森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二 .例题（中国民本思想的嬗变/2024·黑龙江齐齐哈尔9月调研）(14分)

        材料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

此。他提出，“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即衣履书籍，公家任

其费用……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设公共病院以

医治之，(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

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虽

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

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推

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摘编自万建中《孙中山富国强民的国家建设思想》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二 .例题（中国民本思想的嬗变/2024·黑龙江齐齐哈尔9月调研）(14分)

       材料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随着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快，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放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地位。2004年3月，国家

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

上得起学、上好学，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

生保健制度框架。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等。除此之外，农民工问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问题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

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及以后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并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4

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中国政府惠民政策

的特点，并谈谈你对以民为本思想的认识。(4分)



第一步，审
设问，确定
答案来源

第二步，围绕设问要求去材料一中找到与
“汉唐及以后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相关的
语句（本题有明确的时间信息，可按照时

间顺序梳理解题所需语句）

第三步，对材料信息
进行归纳整合

第一小问的
设问为“根
据材料一，
概括

“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 民为立国之本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初的
魏征和李世民明确提出了“民水君舟说
········慎刑罚；等等”

爱民、重民、利民、
教民、恤民；以仁政
治民

“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强
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压
抑民权的制度”

明清时期出现重视民
权的进步思想



第一步
，审设
问，确
定答题
来源

第二步，围绕设问要求去材料二中找到
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相关的语句
（根据材料关键信息“他提出”“他指
出”可知，其后内容为关注的重点）

第三步，对材料信息进行
归纳整合

本问的
设问为
“根据
材料二
，概括
·”

“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
······公家任其费用”

国家建立公费学校，鼓励
入学

“设公共养老院······补贫穷者
家庭之缺憾”

设立公共养老院，善待老
人，减轻贫苦家庭负担

“设公共病院··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
等”

建立公共医院，解决普通
民众就医问题

“一为国民谋吃饭···四为国民谋走
路？

为人民谋求衣食住行福利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及以后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并结合所学

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6分)

          内容：民为立国之本；爱民、重民、利民、教民、恤民；以仁政

治民；明清时期出现重视民权的进步思想。（3分，任答三点即可）

        原因：先秦民本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

汲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政治家、思想家的推动。（3分，任答三点

即可）



模型1  内容类设问解题模型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4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中国政府惠民政策的特点，

并谈谈你对以民为本思想的认识。(4分)

      基本主张：国家建立公费学校，鼓励入学；设立公共养老院，善待

老人，减轻贫苦家庭负担；建立公共医院，解决普通民众就医问题；

为人民谋求衣食住行福利。（4分，任答两点即可）

     （3）特点：以民为本；全面、系统、具体；与时俱进。（2分，任

答两点即可）



模型2  特点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特点类设问一般含有以下词语：主要特点、新特点、时代特点、基本特点、

共同特点、不同特点（各自特点）、特征等。解题时需要根据设问主体涉及的不同要

素进行概括。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第一步  锁定设问主体。设问主体通常会在设问中直接给出，是我们分析材

料的依据。

        第二步  对材料进行梳理，归纳反映设问主体特征的信息。按要素对材料信

息进行分类归纳，常见的要素见下表。

        第三步 组织答案。 特点类设问的答题语言应具有概括性，较为凝练，不要

照抄材料原话。



模型2  特点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要素 回答思路

背景
某事件发生前是否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阶级力量，是否采用特殊的方式
做准备，是否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等

时间 发生时间的早晚；经历时间的长短；事情发展是否呈阶段性、持续性等
目的 为某个阶级或某部分人服务；具有多重目的；根本目的；从现实出发等
过程 历史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否曲折等
方式 运用的方式、方法、途径等

内容（措施）
产生依据、体现某种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包括的方面、侧重的方面、实
行的办法等

程度 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彻底、局限性等
范围 包括地域、领域；分布是否均衡等
行为主体 政府、民间、个人等
地位 在社会上、经济建设中的地位等

属性（特性）有什么样的属性；本质是什么等

影响 影响的广度、深度；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等



模型2  特点类设问解题模型

交通变迁／2024·湖北10月联考）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分）

      材料一 波斯帝国的交通网络由主要城市之间的御道和连接各地方

村镇的普通道路组成。御道作为交通网络的主要干线，沿途所建驿站的位

置均保持相等的距离，优质的道路建设和维护使得军队等大型往来人员均

可通行。无论是御道还是普通道路，波斯帝国都会定期派巡查员检查道路

情况，清理路面上妨碍正常通行的因素。波斯人的道路系统并不对民间商

人开放，所有执行公务的人员在各级道路往来通行时，都需持有国王或地

方总督签发的旅行许可文件。文件中一般会标明出行人数、目的地以及人

员车马在驿站中所得补给的种类和数量。——摘编自李智《从苏美尔到波

斯：古代西亚驿路体系的发展与特点》



模型2  特点类设问解题模型

      材料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公路已经不能满足大批量运输的需

要，煤、铁、矿石、陶瓷器皿等，很难靠车马运行。1761年开凿的第一条

内陆运河布里奇沃特运河，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由布里奇沃特公爵投资

建设，直接目的是把他领地上的煤运送到工业区。它开创了由议会授权、

私人开凿人工运河的先例，丰厚利润的“示范效应”刺激起一次投资高潮，

一大批运河法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船闸和运河隧道的出现解决了穿越高

地的挑战，而横跨峡谷的任务则交给高架运河渠来完成。1835年伯明翰-

曼彻斯特运河的竣工通航，标志着英国运河系统的构建基本结束。运河连

通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河流，对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摘

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模型2  特点类设问解题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波斯帝国交通的特点。（5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凿布里奇沃特运河的原因以及

运河通航后对英国工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10分）

        特点：主要由陆路交通组成：御道是交通主干线；政府重视交通管

理，建立了管理驿路的体制：主要由官方主导使用：管理较为严格。

(5分，任答三点即可)

        原因：英国河流纵横，适宜开凿运河：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君主立宪制的完善和政策支持：技术进步：思想解放与逐利的社会风气的

影响。(6分，任答三点即可)             影响：有利于原材料的运输，

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更多工业品进入市场，助推全国性市场形成：

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效益。(4分，任答两点即可)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变情境·鞍钢宪法／2024·河南平许济洛10月模拟）阅读材料，完成

下列要求。（15分）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鞍钢奉行“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

法”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管理办法，这种办法更加依靠专家，不注重群

众性的技术革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管理模式与中国国

情渐行渐远。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鞍钢人，实际上一直在设法突破“马钢宪法”的束

缚。“一五”期间，鞍钢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五”计划结束后，鞍

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

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

人群众相结合。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变情境·鞍钢宪法／2024·河南平许济洛10月模拟）阅读材料，完成下

列要求。（15分）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

并把他们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多年来，“鞍钢宪法”一直是鞍钢的宝贵财富，

鞍钢人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鞍钢宪法”精神，并不断赋予“鞍钢宪法”精神新的时

代内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鞍钢宪法”形成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鞍钢宪法”的精神内涵及历史作

用（9分）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鞍钢宪法”形成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鞍钢宪法”的精神内涵及历史作

用（9分）

       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基础弱：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重

工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依靠群众的

宝贵经验。(6分，任答三点即可)

精神内涵：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依靠群众，齐心协力；独立自主，自立

自强。(4分，任答两点即可，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历史作用：推动了鞍钢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

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

义的热情。(5分，任答三点即可)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变情境·拉美一体化／2024·广东佛山8月调研）一体化的思想在拉美

由来已久。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领导人玻利瓦尔提出：“对于我们来说，

祖国就是美洲，我们的敌人是西班牙人，我们的旗帜是独立和自由。”他表示：“我

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希望在美洲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是不

可能的，我不敢这么去设想。”他提到，在取得独立后，各国应“立即以最大的热忱

迅速缔结美洲条约，把我们所有各个共和国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各国仍保留原来的

政权”。——摘编自肖枫《论玻利瓦尔的拉美联合思想-纪念西蒙·玻利瓦尔诞生二百

周年》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变情境·拉美一体化／2024·广东佛山8月调研）一体化的思想在拉美由

来已久。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二   1960年2月，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7国成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

会，1962年8月，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5国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从此揭开了拉美经济

一体化的序幕，这些组织取消了成员国间的关税壁垒，又加强了能源、自然资源、金融

和科技方面的合作。1986年，巴拿马、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8国建立了一个有广泛

代表性的政治磋商和协调常设机构，以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这反映了拉美一体化从单纯

的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玻利瓦尔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内容。（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后拉美一体化的新发展并分析原因。（6分）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玻利瓦尔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内容。（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后拉美一体化的新发展并分

析原因。（6分）

       内容：拉美是一个整体：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通过政治一

体化促进拉美发展；各国在一体化中保留政权。(6分，任答三点即可)

)新发展：建立了一系列一体化组织；在经济方面进行一体化；从单纯的经

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3分)

原因：两极格局下拉美寻求自身发展的出路；借鉴了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

的经验。(3分)



模型3  比较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比较类设问常见的问法是“说明……的异同”“指出……的共同点

”“分析……的不同点”等，需要通过对比去分析材料中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在不同

时期的共性、差异或异同。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模型3  比较类设问解题模型
一 .模型攻略   比较类设问常见的问法是“说明……的异同”“指出……的共同点

”“分析……的不同点”等，需要通过对比去分析材料中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在不同

时期的共性、差异或异同。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模型3  比较类设问解题模型
（中国水稻生产的变迁／2024·辽宁抚顺9月调研）（20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水稻生产的部分记载

                                                                               

 

 -摘编自张莉明《古代稻作的发展史掠影》

来源                            记载

（汉）《史记·夏本纪》 （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汉）《氾胜之书》 用进水口和出水口相直或相错的方法调节灌溉水的温度

（北魏）《齐民要术》
首次提到稻田排水干田对于防止倒伏、促进发根和养分吸收的
作用

（宋）《陈旉农书》
对早稻田、晚稻田、山区低湿寒冷田和平原稻田等都提出了整
地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法

（宋）《禾谱》 已经有籼稻、粳稻、糯稻、早稻、中稻、晚稻的划分

（明）《天工开物》 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



模型3  比较类设问解题模型

         材料二    近代农学家原颂周教授于1919-1924年育成“改良江

宁洋籼”和“改良东莞白”两个水稻品种，产量及品质均优于当地原栽品

种。丁颖教授于1927年开展了水稻杂交育种研究，历经6年育成了包含有野

生稻基因的水稻良种“中山一号”。后又育成单穗稻粒达1300多粒的“千

粒穗”，成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育种

家将借鉴、学习外国杂交育种经验和技术与自己实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

创新。如通过遮光覆盖处理，控制水稻植株光照长度，以便在一年中实现

繁种加代，缩短育种周期；应用光照长短解决水稻杂交父母本植株花期相

遇问题，提高杂交成功率。-摘编自曹幸穗《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

农业科技》



模型3  比较类设问解题模型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黄耀祥开创水稻矮化育种，培育出矮秆、

抗倒伏、多穗型的水稻新品种，比其他国家的“水稻绿色革命”领先10年，

他被誉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在国内率先开

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并获得成功，为大面积推广水稻杂种优势奠定基

础。他提出的杂交水稻育种发展战略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路线，成为

世界杂交水稻育种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他被

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摘编自王开慧《百年水稻育种路，脚步从

未停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水稻生产的特征。（5分）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与现代中国水稻研究

的异同。（15分）



高考新情境·新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水稻生产的特征。（5

分）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与现代中国水稻研

究的异同。（15分）

     起源早，历史悠久；水稻种植技术不断发展：水稻种植因地制宜；水

稻品种多；水稻产量高，为主要粮食之一。(5分，任答三点即可)

同：都开展水稻育种研究；都以杂交水稻为主：都取得一定的成就。(6分)

异：研究方式不同，民国时期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现代中国独立自主研究；

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不同，民国时期水稻研究成果没有大范围应用，现代中

国的研究成果应用广泛；影响不同，民国时期水稻研究的世界影响力有限，

现代中国水稻研究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9分)



模型4  原因、背景类设问解题模型



模型4  原因、背景类设问解题模型

                                                             原因类设问分类解读1．广度：原因＝主观（内因）

＋客观（外因）（1）主观原因：即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一般从领导某事件的阶

级、阶层的主观目的、动机、决策或政策、方针等方面进行思考。（事件发起者、

参与者内在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因素）（2）客观原因：指与主观原因有紧

密关系但不受主观意识影响的原因，一般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外在的经济状况、

政治状况、思想因素等方面进行思考。（3）原因广度分析方法与背景分析方法基

本相同，但背景更侧重于静态分析，原因更侧重于动态分析。



模型4  原因、背景类设问解题模型

                                                       原因类设问分类解读

2．深度：原因＝直接＋主要＋根本（1）直接原因：最直接引发事件的偶然性因素

（导火线、借口等）。

（2）主要原因：包括引发事件的主观、客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3）根本原因：政治层面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层面入手；生产关系层面的根本原因

从生产力入手；上层建筑层面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基础入手；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原

因从社会存在入手；历史事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内因入手；相同属性事物存

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历史规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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