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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期末考试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上午 7：30-9：30） 

说明：本试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 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满分 150 分。 

第 I 卷（选择题共 75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75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下方答题栏内。 

 

1.西周初年，周成王因年纪幼小，尚缺乏裁夺政事的能力，周公旦“乃摄政当国”；后来，周厉王被国人所逐，召公

和周公共同摄政，号称“共和”。这些亊实说明在西周 

A.贵族政治占重要地位                                B.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 

C.周王常常是统而不治                                D.分封制存在严重弊端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成王年间还是厉王年间，参与政务的总有“周公”、召公这些所谓的皇亲国戚，国

家的贵族在一定特殊时期承担着管理国家的职权，故选 A。 

2.《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在公元 65 年，王景出任庐江（今合肥）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而食常不足”。

由此可推断 

A.大规模牛耕出现在汉代                            B.牛耕发展在全国不平衡 

C.当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                            D.农业不是当地主要产业 

答案：B 

解析：铁犁牛耕出现于春秋战国，A 错误；江南地区地广人稀与材料无太大关联，C 排除；农业自封建社会起就

是中国古代主体经济，D 错误。在铁犁牛耕已经产生已久的汉代，有人不识，说明铁犁牛耕还尚未普及到南方。 

3.汉代各地都市中的官府直接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机构称“市”或“亭”，而在汉代一些平民墓葬中出土的许多

漆、陶器上，往往也有“市”、“亭”等戳记，且离产地较远。这说明汉代  

A.跨区域长途贩运已经有明显发展                    B.民间工商业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C.官营手工业从事一定的商品生产                    D.墓葬中存在突破身份等级的趋象 

答案：C 

解析：在一些平民的墓葬中也可以看到官营手工业的戳记，说明这些漆器、陶器本身身份特殊，并非人仿造而成，

而是经官营手工业生产卖出去的，可见是官营手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商品生产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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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唐以来，“道”是以监察和军事合成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号令自出，以相侵击，掳其将帅，并其土地，天

子熟视而不知，反为和解之”。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 

A.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B.直接引发唐末农民战争 

C.使地方凌驾于朝廷之上                            D.导致北方边患日益严重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理解发现，这些“道”自主性很强，皇帝也很难亲自进行管理。通过所学知识可以得出，这是唐

朝节度使制度在影响，久而久之，节度使势力将地方架空，导致唐朝名存实亡，故选 A。 

 

5.《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凡是外国人，属同一国人相互间发生的犯罪，依照其本国的习惯和法律处理；如果唐

人与外国人相犯及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相互间的犯罪，则按唐朝的法律论处。这一规定反映了唐朝 

A.夷夏大防的观念                                    B.因俗而治的政策 

C.天朝上国的心态                                   D.维护国家的主权 

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外国人犯罪，适用的是外国的法律，唐人与外国人的犯罪则要适应唐朝立法，可以得出法

律的因地适应性，根据案情的人物和地点来决定应适用本国还是他国的法律，所以选了“因俗而知”。 

6.宋初，由于官方对茶叶经营权的垄断，用来“市蕃夷之马”的茶叶已无法满足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直接

滋生了商贾对茶叶运之边地转卖的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由此可知，这类走私活动 

A.损害了宋朝的财政收入                            B.加重了少数民族的负担 

C.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D.不利于宋朝的军事安全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宋朝垄断茶叶经营，少数民族拿马匹换取茶叶的贸易就减少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

贾开始走私转卖茶叶，导致边疆地区得到少数民族马匹的人会陡然增加，因此不利于宋朝军事安全。故选 D。 

 

7.检索《四库全书》，关于“平均赋役”“均平徭役”“均赋税”“平差役”一类的提法，出现有 900 多次。如《金史》

记载，金朝大定年间，就有连续几次的均平赋役的政策和做法。这些做法的直接目的是 

A.凸显均平意识                                    B.保护租佃经济 

C.维护小农经济                                    D.增加财政收入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于服役和交税两者国家都是非常重视的，成为了热点名词，而一

般既服役又交税主要是丧失土地而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国家如此重视的直接目的必然是维护小农经济。 

 

 

8.清朝政治的特色，就是对规矩和习惯的依赖。日常的国家事务，往往依靠《会典》与则例来办。即使皇帝本人，

一般也要顾及规矩的规定，不肯随便突破藩篱。这种政治上的循规蹈矩  

A.引起地方对抗中央                                B.造成皇帝怠于政事 

C.导致改革积弊困难                                D.形成权臣专政局面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清朝处理政务会依据样本来执行，参照样本中的案例处理方式来处理行政事务，这就会导

致无论皇帝还是官员都办事僵化，拘泥于规制，长期的一成不变必然导致改革的难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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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清时期，由于小农经营的制约、人口的增多、经营规模的缩小、农牧矛盾的发展等因素，牛耕的普及程度逊于

前代，精耕细作越来越偏向“多劳型（投入大量劳动力）”的轨道上滑行。这表明明清时期 

A.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或下降                    B.国家在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C.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不断松弛                    D.找到了彻底解决人地矛盾的办法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分析，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对小农经济的重视程度底下问题也逐渐的展露出来。

而国家不得不加大投入劳动力，可见正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和下降才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出现。 

 

 

10.史书明确记录了公元前 186 年吕后当政时发生了一次日食，但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所记日食绝不可能发生。日

食记录居然因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统治者残暴，记载的日食现象就多；统治者开明，日食便很少发生。这说

明 

A.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人心                            B.古代天文记录没有研究价值 

C.古代天文研究由官方主导                            D.有关机构借此警示君主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当吕后掌权理政，日食出现。后世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古代男权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观

念深重，吕后把持朝政属于倒行逆施的行为，而很多的政治吉兆则会减少日食这种不祥天文现象的出现，可见相

关机构确实是通过对日食的记载来反映和警示君主行为的。 

 

11.对于被迫签订的条约，咸丰的态度是“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表示不必严格守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

亲王奕沂提出办理中外交涉，要“以守约为主，以践言为先”。这种变化客观上说明清政府 

A.外交政策由灵活逐渐转向僵化                     B.由保卫主权转向了卖国立场 

C.外交政策正逐步接轨国际规则                        D.始终利用国际规则维护主权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咸丰和奕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对条约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前者认为不必

严守，但是在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奕䜣意识到，条约确实需要遵守才不至于同列强为敌。事实上，遵守

条约也是世界外交中各国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因此我们说中国正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 

 

12.洪秀全原名火秀，自己改名“秀全”，取“禾（吾）乃人王”之意；以“囯”代“國”，取“王居其中”之意。定

都南京后，洪秀全深居宫中享乐，对于政事却不甚关心。这说明太平天国 

A.完全沉湎于个人享受                                B.仍属于旧式农民战争 

C.领导人深谙帝王之术                                D.没有受到近代化影响 

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洪秀全传统的封建等级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幻想帝王梦。所以没有脱离农民阶级起义的局

限性：即以封建反封建注定失败，因此仍属于旧式农民战争。 

 

13.清末提倡平等的新派人物，往往不愿乘坐人抬的轿子，而宁可坐较低等的人力车。但有人作竹枝词，讽刺这些新

派人物：“短小轻盈制自灵，人人都喜便中乘。自由平等空谈说，不向身前问弟兄。”这说明 

A.交通运输工具向近代化转变                        B.清末社会变革平等意识高涨 

C.社会风气受到客观条件制约                        D.人力车能体现社会地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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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虽然一些新派人物不坐轿子改为人力车。但是社会仍然出现嘲讽的竹枝词，可见无论轿子

还是人力车都带有鲜明的等级之分，抬轿子的人和拉车的人得不到这个时期社会所推崇的平等，而移风易俗恰恰

是这个时期的主题，全社会都在推崇平等观念。 

 

 

1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外来词最先通过报刊译介过来，经报章媒体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运用、

磨合、变异和普及，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最终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说明 

A.报刊杂志是以传播西方思想为主                    B.科学著作是由大量外来词构成的 

C.报刊杂志是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                 D.外来词是西方列强文化殖民的产物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西方外来词慢慢通过材料成为了自然科学和社科领域的专有词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发展。B、

D 两项与材料无关，故排除。而报刊杂志知识传播西学的工具，但并不代表只传播西学，所以 A 错误，选 C。 

 

 

15.下表是 1913〜1918 年英、德、法三国输华货物总值表（单位：两；指数：1913 = 100）。据此推断 

 
A.英国丧失世界工厂优势地位 B.德国经济实力下降最为明显 

C.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良机 D.法国对华出口转向资本输出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一战期间（1914—1918）三国输华货物均有所减少，这是由于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所导

致的。通过所学知识可知，这个阶段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因此我们说该情况正好是中国的民

族工业获得发展良机。 

 

16.漫画是一个时期历史的特殊表达。下图漫画中反映的时局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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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太平天国时期          B.北伐战争时期           C.辛亥革命时期           D.北洋军阀时期 

答案：D 

解析：通过图片可知，这是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角逐，双方在中国不乏代理人，并且代理人之间的对

决也正是帝国主义国家角力的表现，无论是直奉战争还是直皖战争都能看出其表现，因此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7.在苏维埃革命发动初期的武装暴动中，有相当部分的地方革命武装执行了烧杀政策，一些地方甚至提出“杀尽豪

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口号。这种情况说明 

A.革命“左”倾思想严重 B.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C.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D.工农武装割据的需要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看来非

常的激进，在当时还不乏武装暴动和烧杀政策。因此我们说其革命“左”倾思想严重。 

 

18.帽徽是一支军队的象征和标志。下列人民军队帽徽的演变反映了  

 
A.军队性质的变化 B.军队指导思想的变化 

C.军队任务的变化 D.军队最高领导的变化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中国工农红军主要是土地革命时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为主要任务的。而后改变为中国革命

第八路军则是由于抗日战争需要，首要任务变成打击日本侵略。因此是军队任务的变化。 

 

19.我国从 1957 年到 1960 年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全国下降 19.4%，其中城镇下降 1.7%，农村下降 23.7%。即使这样，

1960 年上半年原计划出口粮食 45 亿斤（合 225 万吨），至 5 月 24 日，仍完成了上半年计划的 78.7%。这表明 

A.中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                            B.政策失误造成粮食减产 

C.民众消费结构发生改变                            D.人民群众支持国家建设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我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即使如此，国家的出口粮

食比重仍完成近百分之八十，主要还是由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不畏艰辛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才有此成果。 

 

20.1964 年与中国建交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指出，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只有中国参与到国际事务

中来，才能真正解决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说明  

A.中国是实力超强的大国                            B.中法两国开展务实外交 

C.戴高乐向往中国文明                                D.中法两国消除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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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法国和中国建交中戴高乐的话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

需要中国对亚洲及世界事务进行一定的参与和解决。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国或者两国分歧取消和

其对中国的向往，主要还是希望国际重大事务中中国有着应有的责任。 

 

21.《十二铜表法》规定：“在行窃时当场被捕之奴隶，则鞭打之，并把他从崖上拋下。”由此可见，这部法律 

A.存在野蛮、原始的特点                            B.没有形成完备体系 

C.注重保护奴隶主的利益                            D.注重保护私有财产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十二铜表法》中对奴隶盗窃的判罚非常的严格，近乎惨无人道。要鞭打，还要从悬崖抛下，

这保留了奴隶在罗马极低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能看出罗马对待奴隶的残忍野蛮一面。 

 

22.马丁•路德认为，人若想理解与坚守上帝之道，须首先清除自己愚蠢荒唐的思想，把自己变成“无知的小孩子”。

对于《圣经》中所述的故事“完全信以为真，毫不怀疑”。马丁•路德认为理解《圣经》的要旨在于 

A.坚定信仰的引导                                    B.像孩子般的天真 

C.排除教会的解读                                    D.承认自己的无知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要将认知归于对圣经最本质的理解，将自己当做毫无思想储备的“孩子”，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的达到马丁路德宣扬的“因信称义”，真的只依靠对《圣经》的信仰就可以得救。 

 

23.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声称他不赞成“平民公决”，为了防止出现谋求私利和考虑不周的法律，“并非所有人都有

权因自己的喜好而提出新法律，这一权利属于政府成员”，人民只能“对法律表示同意”。这体现了卢梭的观点是 

A.反对直接民主                                    B.反对代议制民主 

C.公意高于个人意志                                D.立法权应当属于政府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卢梭反对每个人由自己来提出新的法律，这需要政府成员来决定和推行。说明卢梭认为自

由和人权并不是无限制的，至少在法律创设这件事情上他是反对由个人意志表达的，因此反对的是直接民主政治。 

 

24.1787 年初麦迪逊致信华盛顿说：“州的独立与自尊自大，是这个国家的祸根”，“除非把各州统统消灭，并将它们

全部联合到一个巨大的社会里，就不能铲除这一祸根”。对此，后来解决的方案是 

A.取消各州的自治权                                B.釆取三权分立原则 

C.加强中央政府权力                                D.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麦迪逊认为松散的邦联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后来在 1787《宪法》中确立了联邦制，规

定了联邦政府是各州的中央政府，地方各州听命于中央政府，但是有一定的自治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和各

州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案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规定其权力。 

 

25.1919 年 8 月，德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但在国会中，一部分议员是反对民主制度的。当时，对民主自由制度的

认识也没有在多数德国人的心中扎根，很多人连“公民”、“先生”等体现平等的称呼都不愿使用。造成这种现象的

根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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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德国民众不信奉民主共和 

B.共和国没有摧毁专制主义的基础 

C.共和国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 

D.旧军官旧官僚控制着共和国的政权 

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不仅议员对民主共和制度是反对的，而且人民心中也没有能够形成民主的思想。这还是由

于之前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君主专制的统治根深蒂固，因此即使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也没有能够让人民得以适应和

认可。 

 

26.1932 年，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拳击“金手套”锦标赛决赛，门票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

用任何实物支付，其中有香肠、帽子、鞋子、大衣，照相机、玩具等。这说明当时美国 

A.出现严重通货紧缩                                 B.民众喜欢物物交换 

C.美元已不是主要货币                                 D.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此时美国正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大量商品被生产导致堆积，市场

中商品供大于求，商品贬值，美元升值，因此为通货紧缩。 

 

27.1945 年 9 月 22 日，负责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美国特使鲍莱强调赔偿之后日本拥有的生产水平应维持在

1926-1930 年的水平，这意味着日本经济能力将不能髙于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这反映了美国 

A.用冷战思维处理问题                                 B.帮助亚洲国家制裁日本 

C.基本控制了日本经济                                 D.消除日本经济竞争实力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 美国希望将日本经济控制在一个可控的水平内，但并不是直接对日本经济进行控制。而且

没有提到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因此也不是冷战思维。不能高于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其主要目的还是

消除日本经济竞争实力。 

28.1948 年 10 月 9 日，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思想，第一个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英

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以及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而英国则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

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这一政策旨在 

A.加强英联邦国家力量团结                             B.恢复英国传统的大国地位 

C.促使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                             D.鼓吹“冷战”，加速北约建立 

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三环之内主要以美国欧洲以及英联邦和英国控制的领域为主要组成，因此可以看出一战结

束后，英国希望重现往昔世界霸主的荣耀，网罗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国家，以此恢复传统的大国地位。 

 

29.在 1946-1950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硬性摊派给集体农庄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还停留在 1928 年的水平

上，而出售给农庄及庄员的工业品价格则比 1928 年提高了 20 倍。其政策旨在 

A.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                                 B.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 

C.加速工业经济的发展                                 D.应对紧张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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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五年计划就是为了发展工业而设置的任务计划。当时苏联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将其他商

品卖给农民，其实是想不惜一切发展工业，让农业对其进行资金的积累。以起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效果。 

30.英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 1937 年的 25. 9%，提高到 1975 年的 57. 9%；政府雇员从 1931 年的 59.1

万人，提高到 1975 年的 7212 万人。对此撒切尔首相表示：“我要求的是保守党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国家、

国防强大。”据此推断，保守党政府在这一时期主张 

A.努力提高英国公民福利待遇 

B.彻底改变英国社会经济制度 

C.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D.减少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知，虽然在 1937—1975 年期间，英国一直在加大政府开支，进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

撒切尔夫人提出：“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国家、国防强大”其实是想放手去发展经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

预，这样才能做到其所谓的“自由”。 

 

 

第 II卷（非选择题共 75 分） 

注意事项： 

1.用钢笔或圆珠笔直接答在试题卷中。 

2.答卷前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75 分。 

31. （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汉初，货币大休因循秦制，仍用黄金和半两钱。黄金在汉代虽作为重要货币使用，但因其制作不易，

价格昂贵且数量毕竟有限，政府令民交纳的算赋、口赋、更赋等皆用铜钱计。国家和私人铸钱，二者并存，互为补

充。“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道，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武帝时，

先后进行了 5次币制改革，最终由国家垄断铸钱业，禁止私人经營。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不是出于市场流通的需

要，而是出于敛财和打击商人。 

——李恒全《试述汉代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  

材料二  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可以区别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 1374 年以前的铜钱时期。第二时期是从 1375

年至 1435年的纸钞时期。发行宝钞之始，即严禁以金银和实物进行交易。到 1394年，连铜钱也收缴禁用，宝钞成

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第三时期是 1436 年至 16 世纪 20 年代的银钱钞三币兼用时期。第四时期……白银正是在纸

币崩溃而铜钱功能不足、供应也不足的情况下，上升为主导货币的。比较而言，纸钞附加的政府信用最大，铜钱次 

之，称量白银则不附加政府信用。而社会的选择是，白银第一，铜钱第二，纸钞不用。因而，明代发生的白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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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货币的变化，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在经济意义上对政府说“不”的变化，是经济规律瓦解政治强制的变化。 

——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前期货币制度的特征。（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朝相比明朝货币制度的新变化并分析其主要原因。（10分） 

【解析】 

（1）以黄金、铜钱构成，铜钱为主；国家铸造和私人铸钱并存，互为补充；国家对货币的管控日益加强；主要是

加强专制中央集权。（6分，任答 3点即可） 

（2）变化：白银取代铜钱、宝钞等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由振幅主导操控国家货币发行到市场经济规律主导。（4分） 

主要原因：明朝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纸币信用严重降低，铜钱功能与供应都不足；对外贸易中，白银的大量涌入；

赋役征银的实行（一条鞭法的推行）。（6分，任答 3点即可） 

 

32. （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南宋思想家叶适）剖析理学的思想来源，揭示其“中国之学”和“夷狄之学”相混杂的内在本质。

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标上并不是源于免、舜、子思之道，而是发挥孟子的“新说奇论”，再掺之以佛

学和老庄之学部分内容的产物。其结果是“道之本统晦矣”。朱熹等人更是以《孟子》为宗主，视佛、老为同道，“依

于神而夸其表，耀于文而逞其流”，殊不知佛学与中国之学，“皎然殊异，岂可同哉”。 

——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二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

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

字，诬为孔教之精诣。 

——谭嗣同《仁学》 

材料三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及知识界力主“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梁漱溟是

不赞同的。他第一次在北大开课时便对“打倒孔家店”的学生说：“我此来除为释迦、孔子解释发挥外，更不做别

的事。”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是大胆地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声称要“向东走”。他称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

他断言：世界未来的文化， 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刘友梅《梁漱溟：世界文化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孔子时代的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4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叶适、谭嗣同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及各自目的。（8分） 

（3）根据材料三，概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文化主张的共同倾向。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4分） 

【解析】 

（1）更多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思想；并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提出“（天）理、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

思想主张；完成了儒学的理论化和思辨化。（4分，任答 2点即可） 

（2）共通之处：都否定孔子以后的儒学，都认为孔子及其以前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儒学；都认为当时的儒学应该改

变。（4分） 

目的：叶适为了回归原始儒学（孔子时代的儒学）；谭嗣同为了宣传维新变法。（4分） 

（3）倾向：存在着绝对化的认识。（2分） 

态度：辩证看待、继承发展、改造创新。（2分） 

 

33.（18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894年 8月 1日，光绪帝发布招书对日宣战。同日，明治帝亦下诏书对清朝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光绪帝宣战谕诏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倭人无 故派兵，突入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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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倭人渝盟寻

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卷  

明治帝宣战诏书为：“……朕兹对清国宣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

遗漏……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千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

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

局之平和……” 

——宗泽亚《清日战争》  

材料二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学者们一致认为：“以甲午战争为一阶段终点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就是以东亚旧秩

序和西方近代新秩序间之关系为主线发生并发展的历史。”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即使甲午战争被认为是“出师无

名”抑或“不义之战”，日本也会打着“以欧洲文明来更 换东亚旧习”的旗号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洗白。 

——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  

而中国学者认为早在 1887 年，日本就制定了《征讨清国方略》，目标是“攻占北京，擒获清帝”。1894年 7 月

25 日，日军海军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从而发动了侵朝、侵华的战争。因此，甲午战争是日本蓄

谋已久、经过周密准备后发动的，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说的偶然冲动。 

——张海鹏《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史》认为：“甲午战争是 1894 年至 1895 年中国与日本围绕着控制朝鲜展开的战争，战

争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的世界秩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日本成为该地区的霸主，这是一场在东亚的

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 

——孙科志《韩国人怎么看甲午战争?》 

（1）根据材料一，分析指出中日两国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并分别概括两国宣战的理由。（10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日、韩三国史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的性质各有哪些看法？为什么有很大的不同？（8

分） 

【解析】 

（1）焦点：朝鲜是否是独立主权国家。（2分） 

理由：中国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受中国保护；日本强行干涉朝鲜内政，出兵朝鲜，侵犯朝鲜主权。（4分）日

本遵照国际法和条约，维护东亚和平；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朝出兵是干涉朝鲜的内政。（4分） 

（2）看法：中方：日本蓄谋已久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2 分）日方：用近代西方条约和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体系取代亚洲旧习的战争。（2分）韩方：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的控制权发动的战争。（2分） 

不同原因：研究者受各自立场、利益、认识等方面的影响。（2分） 

 

34. （13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 1873 年，俾斯麦在联邦议会上就声言，对付“国际党”（德国工人党），有用严厉法令的必要。10

月 10日新的帝国议会在三读时以 221票对 149票通过由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

称《非常法》）。随后，实行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解散集会，逮捕，监禁等一齐向社会民主党袭来。……在

《非常法》实行的十二年中，有 1300 种党的出版物遭到禁止，330 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 多人被放逐，1500

多人被法庭判 处入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二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这就使两大政党都必须正视工人的要求。1871

年，自由党制定两项法律，其中一项确认工会有合法地位，且其资金受法律保护；但另一项——《刑法修正案》，

则认定胁迫他人、组织他人工作、设立罢工纠察线等行为是违法，可以按刑法处置。这使工会的罢工行动事实上不

可能进行，因此剥夺了工会最有力的斗争手段，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1874年大选自由党失利，在很大程度上就归

因于工人选民的普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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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上台后，1875 年政府制定两项法律，其中《密谋与财产保护法》废除了《刑法修正案》，规定罢工中的

纠察行为合法；暴力行动和胁迫行为虽仍属犯罪，但不再以密谋罪论处。另一项法律《在主与雇工法》把《主仆法》

中剩余的不公正条文予以纠正，这项法律的名称本身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前把劳资关系界定为“主仆关糸”，现

在则明确为雇佣关系。1875年的这两项立法使工会获得了比较完整的法律地位，因此被看作是“工会运动的大宪章”。 

——钱乘旦《英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俾斯麦对工人运动采取的基本政策。（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德国相比，英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政策体现了该国民主政治的哪些

特点。（4分） 

（3）1870 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渐由英国转移到德国。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5分）  

【解析】 

（1）政策：推行《非常法》，压制工人运动。（2分） 

评：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阻碍了工人运动发展。（2分） 

（2）适当的妥协、让步；渐进的改革；成熟的政党政治。（4分，任答 2点即可） 

（3）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人队伍迅速壮大；英国民主权利下移，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德国

推行《非常法》，社会矛盾尖锐。（5分） 

 

35. （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很高。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古巴国务委

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都是著名的反全球化人士。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而使自己更加富强的工具。 

美国与欧洲是全球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中心。法国总理若斯潘等欧洲“中左翼”领导人均是全球化

的重要反对派人物。法国反对美国式的全球化，反对对其它国家的“全球化强加”。 

就产业而言，更多的反全球化力量来自原第一与第二世界的“旧经济”而不是“新经济”部门。与利益分配不

均，严重忽视当地人民利益，以及环境破坏直接相关的人最直接地反全球化，跨国公司在有关国家设立的化工厂、

核电厂所在地的民众直接反对全球化。如印尼最东部的西巴布亚土著人反对美国一矿山跨国公司的掠夺性开采。 

反全球化与冷战后全球范围上升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冷量与情绪普遍联系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包括政

治家在内的当地人比全球人更反对全球化，如西欧（德国与奥地利比较典型）的当地人反外来移民。在欧洲，一些

人号称是所谓“主权主义者”，他们关注国家主权遭受的全球化挑战和压力。在美国，一些人在呼吁全球化时代的

民族主义，例如美国改革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反对自由贸易（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反对美

国更多参与全球事务。 

——庞中英《“反全球化”：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全球化的发展与问题”，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解析】 

本题为开放性试题，难度一般，在论述时言之成理即可。 

评分标准： 

一等（12--9分）：题目精准、观点明确；能够准确、充分运用全球化史实予以说明，逻辑严密。 

二等（8—5分）：题目较适合，观点基本明确；能够运用相关史实予以说明，逻辑关系基本清楚。 

三等（4—0分）：没有题目或题目不合适，观点不够准确；缺少论证，逻辑关系不清。 

说明：主观试题学生所答只要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