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征中学高二周练（9月 26日） 

一、单选题（每题 2分，共 48 分) 

1.墨子在《非命》篇中，反对儒家所宣称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否认天命对

人事的支配和影响，认为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或个人命运的，是主观的“力”。这一主张 

A. 违背了当时社会发展潮流 B. 得到了当时各国国君的推崇 

C. 体现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D. 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 

【答案】D 

【解析】材料反映墨子反对儒学的天命观，认为决定国家命运或个人命运的是人，反映了平

民阶层的愿望，故 D正确；墨子重视人的作用，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故 A错误；墨子的思想

代表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当时各国国君的推崇，B错误；墨子认为决定国家命运

或个人命运的是人，体现唯物主义思想，C错误。 

2.《孔子家语》中记载：“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癝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

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美德矣。”其意在强调 

A. 救饥是仁的具体化 

B. 君臣关系 重要性 

C. 应该遵循等级秩序 

D. 治国要以德政为主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孔子不赞成臣子私自救济百姓，认为这样会显现臣子的美德，彰显

君主的“无惠”，可见其认为应当遵循等级秩序，选项 C正确；选项 A脱离材料主旨，排除；

材料主旨是臣子应当遵循等级秩序，而非强调君臣关系，排除 B；选项 D 与题无关，排除。 

3.下表是汉代朝廷通过合议方式讨论国家政事时所引以裁决的理据。这说明，汉代 

时期 议题 理据 内容 

汉文帝 民政·议可以佐百姓之急 灾异 
阴阳不调，日月薄蚀，年谷不登，大遭

旱蝗饥馑之害，谪见天地，灾及万民 

汉武帝 礼法·议尊宝鼎 祥瑞 
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绣无疆，

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 

汉光武帝 人事·议郡守不宜频更 灾异 六年有日食之异 

的



 

A. 继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 B. 封建统治具有神秘色彩 

C. 赈灾意识体现民本思想 D. 集体议政冲击专制皇权 

【答案】B 

【解析】据表格“汉代朝廷通过合议方式讨论国家政事时所引以裁决的理据”可知，表格中

的理据灾异及祥瑞内容中都有天象显示，这反映了明显的迷信色彩，B正确；材料没有涉及

先秦的儒家思想，且先秦儒家思想没有涉及封建神秘色彩，A错误；据表格“汉代朝廷通过

合议方式讨论国家政事时所引以裁决的理据”可知，材料主旨不是赈灾，C错误；材料没有

涉及冲击专制皇权，D错误。 

4.唐代中期后，儒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异儒”思潮，对以前的儒家经典和圣言提出了怀疑和

批判，如史学家刘知几就在其《史通》中首次倡言“六经皆史”。这主要说明唐代以来 

A. 史学研究摆脱儒家思想束缚 B. 儒家思想受到佛道思想的冲击 

C. 儒家经典史学功能得到重视 D. 理学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答案】D 

【解析】据材料“六经皆史”可知，刘知几认为六经乃 夏、商、周 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

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这体现了其对以前的儒家经典质疑，使儒家的权威受到挑战，为

重建儒家权威，理学兴起，D正确；材料主旨是儒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异儒”思潮，而不是

强调史学研究摆脱儒家思想束缚，A 错误；据材料没有体现佛道思想，B 错误；材料主旨是

儒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异儒”思潮，而不是强调儒家经典史学功能得到重视，C错误。 

5.明清学术表现出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如史地学，以往只是王朝政治史中一个很小的附类，

在此时独立的史地类著作开始大量出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

舆纪要》即为其优秀代表。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 实学思潮的发展 B. 阳明心学的推动  

C. 加强专制的需要 D. 西学东渐的影响 

【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明清之际，以二顾为代表的史地著作大量出现，是经世致用思

想推动和实学思潮发展的重要成果，A项正确；阳明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其强调性心

修养而不是游历，大量史地著作的问题，对于加强皇权专制并无多大裨益，而明清时期以传

教士为主的西学东渐对于史地著作的影响非常有限，BCD三项错误。 

6.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图书市场日趋饱和，利润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书坊重新对市场进行定位，选题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经典读物越来越少，戏曲、



 

小说、生活用书的比重越来越大，适应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据此可知 

A. 古代文化传承与创新依赖于印刷术 

B. 传统经典文化逐渐被通俗文化取代 

C. 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通俗文化发展 

D.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传统社会转型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戏曲、小说、生活用书的比重越来越大，适应了大众的消费需求”可知

大众文化需求量越来越大，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外，还得益于印刷

术的普遍使用，故 C 项正确。印刷术只是有利于古代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不是其依赖，故 A

项错误。传统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比重发生变化，并没有被取代，故 B项错误。材料没有体

现传统社会转型，故 D项错误。 

7.元杂剧作家在表现爱情时，通常把商人作为才子的对立面来塑造，商人有财却在爱情上节

节败退，与才子、佳人之间的纯洁爱情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是 

A. 市民突破纲常的需要 B. 理学主流思想的深化  

C. 传统义利观念的影响 D. 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 

【答案】C 

【解析】材料信息“通常把商人作为才子的对立面来塑造，商人有财却在爱情上节节败退，

与才子、佳人之间的纯洁爱情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商人重利轻义、才子重义轻利，这显然

受到传统义利观念的影响，故 C项正确；“商人有财却在爱情上节节败退”，这维护了封建

纲常，故 A项错误；材料未体现理学主流思想的强化，故 B项错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不

是“把商人作为才子的对立面来塑造”的原因，故 D 项错误。 

8.光绪年间，郭嵩焘出使英法，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西洋的轮船枪炮、政

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湖南大学者如王闿运回应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

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这表明 

A. 王闿运的洋务思想日趋固化 B. 郭嵩焘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 

C. 士大夫革新与守旧思想并存 D. 封建迷信守旧思想弥漫朝野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描述，湖南大学者王闿运等人强烈反对郭嵩焘推崇西洋近代文明，明确表

示以他为首的“湖南人至耻与为伍”，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体现了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存在

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C项正确；王闿运的说法明显不是洋务思想，郭嵩焘对西方文化推崇



 

只是材料的部分信息，两人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不能说明“封建迷信”，“弥漫朝野，

ABD三项错误。 

9.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指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

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

复，而绵祸八十年。”康有为的主要用意是 

A. 说明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B. 提醒清朝统治者不要与民争祸 

C. 强调维新变法已具备群众基础 D. 论证自上而下变法具有合理性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康有为认为法国大革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流血遍全国„„绵祸八

十年”，强调法国大革命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康有为反对革命，从而得出变法的合

理性的观点，答案为 D；根据题意可知康有为反对革命，A 错误；B 项不是康有为的主要用

意，排除；强调维新变法已具备群众基础不符合史实，排除 C。 

10.1922年 10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批评议员林宗孟和学者胡适等到美国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谈

宪法，告诫他们“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

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据此可见，与《新青年》的宗旨相比，此时的陈独秀 

A. 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反美国代表 

B. 成功的领导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 

C. 实现了从思想启蒙到政治斗争的转变 

D. 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 

【答案】C 

【解析】材料强调 1922 年陈独秀批判胡适等人对美国宪法的崇拜，说明此时的陈独秀已经

放弃了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他转化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思想，并与资产阶级

思想路线作斗争，故 C项正确。材料强调陈独秀批判胡适等人对美国宪法的崇拜，而不是反

映其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反美国代表，故 A项错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开始于戊戌变法时期，

与材料不符，故 B项错误。材料没有涉及陈独秀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而是强

调陈独秀实现了从思想启蒙到政治斗争的转变，故 D 项错误。 

1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李大钊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在

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故当估量革命动力

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这说明李大钊 

A. 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失误 B. 否定无产阶级主体作用 



 

C. 进行了理论中国化探索 D. 积极筹建农村党的组织 

【答案】C 

【解析】李大钊提出中国革命的动力应该关注农民，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体现

出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探索，C正确；材料说明的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新探索，不是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失误，A错误；材料也不是说明李大钊否定无产阶级

主体作用，B错误；材料中没有体现出积极筹建农村党的组织的信息，D错误。 

12.“劳工神圣”是一战后出现于中国社会响亮的口号。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 130余篇。

这反映 

A.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中国劳工的觉醒 

B. 十月革命改变中国劳工阶层的社会地位 

C.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方向 

D. 知识分子关注革命思想和工人运动结合 

【答案】D 

【解析】材料“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

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 130余篇”表明知识分子关注革命思想和工人运动结合，故

D项正确；中国劳工的觉醒、中国劳工阶层的社会地位改变和民主、革命在新文化运动的作

用，在材料未体现，排除 ABC三项。 

13.孙中山先生认为“全额 生产皆为工人血汗所成”，地主收取租税是“坐享其成、分配

之不当”。对此，他谴责：“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由此可知孙中山 

A. 代表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 

B. 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 

C. 主张享有普遍平等的民权 

D. 重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答案】D 

【解析】从材料看出孙中山对工人受到资本家剥削，地主剥削农民地租都是坐享其成，受到

孙中山的谴责“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表示他重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答案为 D。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代表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A错误。材料没有主张废除地

主土地所有制，B错误。材料没有体现民权思想，C错误。 

14.1952年 3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稿时写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

和思想”的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 

A. 承认当时国内存在阶级对立和斗争 

B.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大的发展 

C. 认识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 

D. 认为资产阶级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 

【答案】D 

【解析】由材料可知，毛泽东认为，在过渡时期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并可以保留自己的立

场，故 D正确；材料强调的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没有体现阶级对立，故 A不正确；马克

思强调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突出阶级斗争，与材料不符，故 B不正确；材料

没有涉及艰巨性的信息，故 C不正确。 

15.1957年毛泽东强调：“双百”方针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治理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

“放”的办法；我们目前不是“放”得过多，而是“放”得不够。这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双

百”方针 

A. 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认同 

B.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C. 即将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D. 遭到人们的普遍抵制 

【答案】B 

【解析】1957 年，“双百”方针已经提出一段时间了，还需要强调其重要性，反映了当时

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普遍执行，选项 B正确；选项 A不符合史实，“双百”方针得到知识分

子积极响应，排除；选项 C不符合史实，“双百”方针不是基本国策，选项 C排除；选项 D

不符合史实，且表述绝对，排除。 

16.1977年 7月邓小平复职后，相继接见了美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数学家陈省身以及三

位华裔诺贝尔奖得者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1978 年 7月他又热情接见了由美国总统科

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最高规格的科学家代表团。这些反映出 

A. 科技领域成为我国走向开放的先导 

B. 中美正式建交有利于科技间交流 

C.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美各领域的交往 

D. 科技界交流加速消除了中美间分歧 



 

【答案】A 

【解析】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在科技教育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会见美籍华裔科学

家和美目科学家代表团等，事实上表明科技领域已成为我国走向对外开放的先导，A项符合

题意；中美正式建交于 1979 年，时间不符，B项不符合题意；1978年 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时间不符，C项不符合题意；中美间分歧不会因为科技界交流

而消除，故 D不符合题意。 

17.钱学森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

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过。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

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据此可知，推动建国初期科技进步

的重要条件是 

A. 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B. “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 

C. 计划经济的资源整合能力 D. 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答案】C 

【解析】由材料“几干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

半要由我们占用”可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集中，有利于重

大科技课题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新中国科技进步，故 C符合题意；A不符合材料的主旨，故

A 不符合题意；“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于 1995 年，时间不符，故 B 不符合题意；一五计划

超额完成为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而材料涉及的是科技攻关，故 D不符合题意。故选 C。 

18.意大利史学家布鲁尼认为：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人性和人的心理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所

在，必须排除上帝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这反映 

A. 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 B. 史学研究具有超前性客观性 

C. 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取得进展 D. 历史研究受人文主义的影响 

【答案】D 

【解析】根据“人性和人的心理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所在，必须排除上帝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

可知反映了布鲁尼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对天主教的反对，说明当时的历史研究受到人文主义

的影响，故选 D项；当时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尚未受到动摇，排除 A项；史学研究具有超前客

观性和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取得进展无从体现，排除 BC 项。 

19.苏格拉底指出，在我和一个好争之徒在争论的时候，唯一的不同是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

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而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据

此可知，苏格拉底 



 

A. 着重关注理性思考 

B. 强调了人的价值 

C. 肯定了辩论的作用 

D. 主张美德即知识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中苏格拉底 “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

拉底”的观点，结合所学可知，其强调的是理性思考个人的观点，A项符合题意；材料中说

的是争辩的目的和方式，与人的价值无关，也不是在强调辩论的作用，更与美德和知识的关

系等命题无关，BCD三项是错误的。 

20.马丁·路德主张人人有权阅读《圣经》，并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而广为流传。此后，各

种民族语言版本的《圣经》大量刊行。这一现象 

A. 弱化了欧洲各国人民 宗教信仰 B. 打破了神学对科学技术的束缚 

C. 直接推动了德意志地区的统一 D. 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兴起与发展 

【答案】D 

【解析】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文，此后各种民族语言版本的《圣经》大量刊行，

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结合，说明民族意识兴起和发展，选项 D 正确；《圣经》大量刊行，说

明民众宗教信仰并未被弱化，选项 A排除；选项 B与题无关，排除；德意志统一是通过三次

王朝战争实现的，选项 C不符合史实，排除。 

21.下表反映了 

国别 代表 主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 

古罗马 盖尤斯 把债划分为契约与私权两大类。 

荷兰 格劳秀斯 传播了经院学者的契约理论：恪守契约是至上性的原则。 

英国 霍布斯 国家起源于契约。 

德国 康德 通过国家契约建立欧洲的统一与和平及全世界的统一与和平。 

A. 契约精神是古今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B. 契约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拓展丰富 

C. 契约精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的主流思想 

D. 契约是关于国家和国家权力起源的学说 

的



 

【答案】B 

【解析】材料反映了不同时期欧洲思想家的契约思想，说明契约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拓展

丰富，故 B 正确；材料中的契约思想并非都是经济领域的，排除 A；材料无法体现契约精神

自古以来就是西方的主流思想，排除 C；D不能全面反映材料信息，排除。 

22.伏尔泰认为共和政体提倡自由平等，它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共和会产生党争，引起无政

府状况和不断的骚乱。伏尔泰希望哲学家做国王，这样在他的领土上，理性越是进步，狂热

和迷信所造成的损害就越小。据此可知，伏尔泰 

A. 认为政体构建要关注理性发展 

B. 主张建立以理性为原则的共和政体 

C. 本质上希望保留封建特权等级 

D. 强调开明君主制最能体现自由平等 

【答案】A 

【解析】由材料“共和会产生党争”“伏尔泰希望哲学家做国王”“理性越是进步，狂热和

迷信所造成的损害就越小”等信息可知，在伏尔泰眼中，共和政体会带来党争的危害，故要

实行开明君主制，由理性的哲学家做国王，即政体构建要关注理性发展，故选 A。由材料可

知，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共和政体，排除 B；启蒙思想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他们批判封建等级制度，故 C项说法错误，排除；材料重在强调理性的作用，并未就政体进

行全方位比较，D项说法过于绝对，排除。 

23.“这种革命不是伽利略物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那种以否定为主并最终取而代之的

革命。”它颠覆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四维空间”、“弯曲空间”

等全新概念。这一科学理论 

A. 推动了理性主义的传播 B. 揭示了时空的本质 

C. 完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建构 D. 发展了对微观世界的认识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中“四维空间”“弯曲空间”等信息可以推断出该理论指的是“相对论”，

揭示了时空的本质，故选 B。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在 20 世纪，此时理性主义早已获

得广泛传播，排除 A；相对论是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而非完成建构，排除 C；相对论

揭示的是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微观世界的是量子理论，排除 D。 

24.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

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对材料理解



 

正确的是 

A. 成为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主张的思想渊源 

B. 为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理由 

C. 达尔文认为教会应该从属于国家遭到教会敌视 

D. 进化论为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 

【答案】B 

【解析】19 世纪中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

从材料中的“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来看，生物进化

学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为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由。故答案为 B 项。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 1848 年，早于出版《物种起源》的 1859年，排除 A项；C项不是达

尔文的主张，排除；进化论发表在启蒙运动之后，不可能为启蒙运动提供科学依据，排除 D

项。 

第 II卷（非选择题) 

二、材料分析题（25题 14分，26题 10分，27题 16 分，28题 12分，共 52分） 

25.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徐梵澄先生有言，“13、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

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文艺复兴„„并

不是对古典作品一本正经地拘礼模仿。„„文艺复兴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新基础。 

——摘编自《欧洲文明的文化内涵》 

材料二  从汉朝以后到唐代，儒学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的内在传统中

断了，变成比较注重文献、历史，宋代的理学就致力于把在汉代以后中断的儒学的内在传统

连接起来。 

宋明理学是以“天理”为中心观念的综合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它是宋代以后历经元、

明到清，占据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学术形态。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文艺复兴、宋明理学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宋明理学带来的不同影响。 

【答案】（1）背景：文艺复兴运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宗

教神学对人性的极端压制。 

宋明理学：佛、道的发展使儒学面临危机；唐代以来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唐末五代以



 

来的混战割据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 

（2）影响：文艺复兴强调人文主义思想，崇尚人的价值和现世的幸福；适应了新兴资产阶

级的需要，是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资本

主义的发展。 

宋明理学，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但随着中国

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理学日益僵化，其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愈益起着消极

乃至反动的作用。 

【解析】 

（1）文艺复兴：依据材料一中“文艺复兴„„并不是对古典作品一本正经地拘礼模仿。”

信息结合所学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极端

压制等方面指出文艺复兴出现的背景。 

宋明理学：依据材料二中“从汉朝以后到唐代，儒学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的

内在传统中断了，变成比较注重文献、历史”的信息结合所学从儒学发展面临危机、“三教

合一”趋势的出现、社会危机的严重等方面指出宋明理学出现的背景。 

（2）文艺复兴：依据材料一中“文艺复兴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新基础。”的信息结合所

学彰显了人文主义、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推动了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方面

指出文艺复兴的影响。 

宋明理学：依据材料二中“它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到清，占据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

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学术形态。”的信息结合所学从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前期有利于

社会发展、后期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等方面指出宋明理学的影响。 

26.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10世纪至 19世纪中叶中西科技成就简表 

时间 欧洲 时间 中国 

10—15

世纪 
远洋航海技术 

宋 

元 

明前期 

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划时代发展 

远洋航海技术 

16世纪 哥白尼太阳中心说 明中期 李时珍《本草纲目》 

。



 

17世纪 

伽利略天文望远镜 

哈维血液循环学说 

波义耳近代化学 

笛卡尔解析几何 

牛顿力学体系 

明后期 

清 

徐光启《农政全书》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宋应星《天工开物》 

18—19

世纪中

叶 

瓦特蒸汽机 

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 

细胞学说 

分子-原子结构学说 

进化论 

清  

 

（1）根据材料分析中国科技发展出现的变化，指出 16-19世纪中西科技的根本性差异。 

（2）结合所学，分析中国科技变化的原因。 

【答案】（1）变化：由创造性科技走向总结性科技；由领先世界到落后于西方。 

差异：中国科技 传统科技，西方科技属于近代科技。 

（2）原因：①政治上：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束缚。②经济上：自然经济（或小农经

济）长期占统治地位，重农抑商、闭关政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科技发展缺乏社会推动力。

③思想文化上：文化专制政策（或崇尚理学、八股取士、文字狱等）禁锢思想，摧残人才，

阻碍科技发展。 

【解析】 

（1）根据表格材料可以看出在 10 至 19世纪中叶，与欧洲相比，中国科技水平从领先转为

落后，明清时期科技进入总结阶段；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欧洲产生的近代的自然科学而中国

古代的科技到明清时期进入传统科技的总结阶段。 

（2）根据题干材料，结合教材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概括清代（鸦

片战争前）中国科技发展停滞的原因。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

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是



 

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

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二：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

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

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思想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二者有何本质差别？ 

（3）并简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答案】（1）相同点：重视民权；吸收传统民本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思想  

（2）本质差别：民本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 民主思想否定封建君主制， 

最终形成 “主权在民” 的认识。 

（3）必然性：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民族危机日趋严

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 

【解析】 

（1）相同点：根据材料一“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和材料二“民国之国家，为全国

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可知，王韬和孙中山

都重视民权；根据材料一“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和材料二“中国古昔„„有所谓

‘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可知，两者都吸收传统民本思想；从两者思

想主张来源来看，两者都接受西方民主思想。 

（2）本质区别：根据所学可知，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 而

近代的民主思想首先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否定， 最终形成 “主权在民” 的认识。 

（3）必然性：本题考查近代民主思想产生的原因。根据所学可知，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兴

起是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所致，内外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制度层面看，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

义的挑战；从思想传播来看，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从时代特征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从主观因素看，民主思想的传播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 

2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下面是 1951～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中不同学科学生数量的构成比重情况表（%）。 



 

 解放前最高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科 17.8 31.6 34.8 37.7 37.0 

农科 6.6 6.2 6.9 6.1 7.7 

林科 — 1.6 1.1 1.2 1.4 

医科 7.7 13.9 13.0 13.7 11.1 

师范 13.5 11.9 16.5 18.8 26.0 

文科 10.5 7.8 7.1 6.7 4.4 

理科 6.4 5.1 5.0 5.8 6.5 

财经 11.4 16.5 11.5 6.4 2.7 

政法 24.4 2.8 2.0 1.8 1.9 

体育 0.4 0.1 0.2 0.5 0.7 

艺术 1.6 2.5 1.9 1.3 0.6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进行探讨。（说明：

可以就表格中的一种或多种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答案】示例一：特征：高等教育服务于工业化建设。 

原因：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一五”计划重点开展工业化建设，国家需要大批专

业化的工科技术人员，因而高等院校中 1952年后工科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这反映了高等

教育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服务的特征。 

示例二：特征：高等教育发展注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原因：建国初期，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水平普遍较低，国家建设需要大批的教师队伍来推动全

民教育的发展，因而此时期为落实“全民教育”的方针，高等院校中师范类学生的数量增加

相对较多。 

示例三：特征：高等教育发展注重改善国民生活。 



 

原因：建国初期，我国医疗条件极差，广大百姓得不到医疗保证，国家需要大批的医护人员

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状况，因而高等院校中医科学生数量相对稳定。（注：“示例”

仅作参考，且答出一个“示例”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解析】 

示例一：特征：高等教育服务于工业化建设。 

原因：据所学可知，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为改变这一局面，新中国实施了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一五”计划，重点开展工业化建设，国家需要大批专业化的工科技术人

员。据表格信息可知，1951～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理科等学科的学生比重直线

上升，这反映了高等教育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人才，教育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特征。 

示例二：特征：高等教育发展注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原因：据所学可知，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文化

素质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为提高国民素质，国家建设需要大批的教师队伍来推动全民教育的

发展。据表格信息可知，1951～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中，师范学生数量大幅增加，这是因

为此时期为落实“全民教育”的方针，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需要。 

示例三：特征：高等教育发展注重改善国民生活。 

原因：据所学可知，建国初期，我国医疗条件极差，广大百姓得不到医疗保证，国家需要大

批的医护人员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状况。据表格信息可知，1951～1957年中国高等

教育中，高等院校中医科学生数量相对稳定，这是国家和政府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状

况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