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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

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它既没有形

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西方是“大机器工业把越来

越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方面来”，中国则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

市中来；西方是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中国则是农村的推力强于城市的拉力。 

——摘编自行龙《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特征》 

材料二  1978~1998 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状况示意图 

 

——据许成安等《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并分析其形成的社会背景。 

（2）从材料二中提取 1978~1998 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答案】（1）特征：半殖民化；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艰难；受小农经济破产影响推动，畸

形发展。社会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列强侵华：近代工商业发展艰难；自然经济逐步

解体。 

（2）信息：城市化发展迅速；小城镇增加幅度大．成为城市化重要推动力量。 

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工业化水

平迅速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详解】（1）特征：根据“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得出半殖

民化；根据“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得出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艰难；根据“是在中

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得出受小农经济破产影响推动，畸形发展。社会背

景：根据“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得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根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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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得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根据所学，还可从列

强侵华、近代工商业发展艰难等角度分析总结。 

（2）信息：从示意图看出，1998 年与 1978 年相比，城市化发展迅速，小城镇增加幅度大，成为

城市化重要推动力量。说明：结合所学，可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角度分析总结。 

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图 1、图 2 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走势图 

 

（1）请指出图 1、2 分别所属的历史时期并说明理由。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古代大运河自开通以来一直被政府重视的原因。 

【答案】（1）图 1 是隋唐时期。理由：通过图片上的朝代都城长安、洛阳；永济渠、通济渠、邗

沟；运河两端城市涿郡（幽州）、江都（扬州）、余杭名称；运河走向等信息可判定是隋唐时期。 

图 2 是元代。理由：通过图片上的大都、刘家港；通惠河、会通河；运河的走向；海运路线等信

息可判定是元代。 

（2）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逐渐成为经济发达地区； 

隋唐以来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南方的大量粮食等农产品需通过大运河运往都城； 

统治者可以通过大运河加强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和大运河沿线地区进行治理； 

在交通并不算便利的古代，大运河是南北方重要的交通运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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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便于南北方文化往来。 

大运河承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 

【详解】（1）时期及理由：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通过图片上的朝代都城长安、洛阳；永济

渠、通济渠、邗沟；运河两端城市涿郡（幽州）、江都（扬州）、余杭名称；运河走向等信息可判

定图 1 是隋唐时期；通过图片上的大都、刘家港；通惠河、会通河；运河的走向；海运路线等信

息可判定图 2 是元代。 

（2）原因：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可从江南地位上升、政治中心的位置、统治者通过运河对江南

地区的治理、大运河的交通条件、南北交往及承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等角

度进行分析即可。 

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图 1 1967 年欧共体国家              图 2 欧盟国家（截至 2013 年） 

读图并结合所学分析欧共体到欧盟的变化，概述欧共体发展到欧盟的历史条件。 

【答案】变化：国家数量增加；以欧共体为中心范围不断扩大；从经济一体化组织变为政治经济

一体化组织。 

历史条件：欧洲一体化趋势加强；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两极格局的结束。 

【详解】“变化”，由两幅图片信息并结合所学得出：国家数量增加、以欧共体为中心范围不断扩

大、从经济一体化组织变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历史条件”，依据所学知识从欧洲一体化趋势

加强、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两极格局的结束等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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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山东卷第 17 题 

理解认识类材料题 

1．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府的一次重要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

的地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著作 内容摘要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

年） 

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

义的政治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

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

折过程》（20 世纪 30 年代） 

在外国资本主义打进来了以后，中国还没有迅速地接受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法，实行自身的经济变革。从一八四零年鸦片

战争至一八九六年中日战后，其间有整整五十多年。在这半

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

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

年）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

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如何短视，

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

新估定的观念 

《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

务”热透视》（1988 年） 

洋务运动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地主阶级改革派为

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倡导的“富国强兵”运动；随着运动的发

展，日益显示出运动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也可以说它是

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 

根据材料，谈谈你对晚清洋务运动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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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示例一：观点：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阐述：随着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封建社

会，国家主权被破坏，清政府陷入统治危机。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当权人物首先看到的是欧美

国家的船坚炮利，推行洋务运动。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

在“自强”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

制造局等，在“求富”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的近代民用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

器织布局、开平煤矿等。洋务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推动了近代民族资

本主义的产生。这些洋务企业，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尝试。

因此，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示例二：观点：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阐述世纪 60 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国内人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

动）的冲击下，一部分封建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指导思想下，开展了挽救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在“自强”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办的近代军事

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在“求富”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督商

办的近代民用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等。创办培养翻译和军事人

才的学校，建成以北洋舰队为代表的新式海军等。洋务派期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保障国家安全、

抵抗外国侵略的目的，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目的未能达到，但不可否认其想要挽救统治危机的

初衷。因此，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挽救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一场自救运动。 

【详解】 

在论述时首先要仔细阅读材料，把握材料主旨，提炼出观点。根据材料“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

会，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

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可知，可对洋务运动从经济方面进行评价，将

其作为产业革命来理解，在论述时就要围绕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作用来进行分析。根据

材料“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

不论他们的眼光如何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

观念”可知，是将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来评价的，在论述时要将洋务运动作为在

经济领域掀起的一场政治自救运动，也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变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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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形态相结合，对其进行评价。论述过程中要做到史论结合，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和

评价。 

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两代人

之间对社会巨变所持的不同看法，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代际冲突”。

代际理论对于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巨变时代中的思想文化冲突现象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和

思维工具。 

——摘编自焦润明《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自选一个角度，谈谈你对“代际理论”的理解，并运用史

实加以论证。（要求：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解，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答案】示例理解：代际冲突推动思想变革。 

论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以学习西方器

物文明为主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思想冲突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变化。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学习西方

君主立宪体制的成成变法运动，西方政治思想在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冲突与论战中广为传播，《辛

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要不

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和怎样建立近代政体等问题产生冲突并展开论战，论战大大促进了民主思想

的传播。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封建军阀在对待共和政体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上发生

尖锐冲突，这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围绕“问题

与主义”“要不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命题展开论战，这些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力。工农武装割据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围绕是否走符合中国

国情的革命道路产生分歧，最终在实践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正

确列举三场“代际冲突”及其影响即可） 

综上所述，代际冲突引发的论战（思想斗争）加速了新思想的传播，进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领

域的变革。（“示例”仅供参考，不作为评卷的唯一标准） 

【详解】本题是开放性试题，解题的思维过程是：首先，认真阅读材料信息，并用一句话概括自

己的理解；然后，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加以论证。“理解”，依据材料信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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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之间对社会巨变所持的不同看法，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得出：代际冲突推

动思想变革。“论证”，依据所学知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签订、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工农武装割据等影响的角度分析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