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 2021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模拟卷）历史 

一、选择题 

1. 在统一的帝国中，亲亲的宗法原则通过儒家的鼓吹与发挥成为专制政治的一种补充。为了防范异姓势力

对皇权的觊觎,皇帝任用皇亲国戚或身边的近侍奴仆，以制约政府官员。分封各地的皇室宗亲虽没有治民的

权力,但庞大的皇族势力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保障。这体现出, 

A. 封建社会官僚政治逐步取代了血缘政治 

B. “家国同构”政治格局始于统一的帝国中 

C. 宗法观念对“家天下”政权模式的支持 

D. 血缘分封体制在封建社会得到全面恢复 

【答案】C 

【解析】 

【详解】宗法原则“成为专制政治的一种补充”、 “皇亲国戚或身边的近侍奴仆，以制约政府官员”、 “皇

族势力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保障”，表明在封建社会受宗法观念的影响深刻，宗法观念对王权政治的最大影

响是它确立了绝对君权下的“家天下”政权模式，故 C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重点是宗法观念对“家天下”

政权模式的影响，A 项与这一主题无关；B 项“始于”的表述错误；分封体制在封建社会得到部分恢复，D

项说法错误。 

2. 如图是学者绘制的中国古代“天下”思想构造图。“天下”思想诞生于先秦时期，汉代以后进一步发展。

由如图可推知，“天下”思想的核心是 

 

A. 阴阳五行思想 B. 君权神授思想 

C. 儒家伦理道德 D. “大一统”思想 

【答案】C 

【解析】 



    

【详解】通过观察图示，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以“德”为中心，用“天命”和“革命”联系天与天子，用天子统领

天下万民的“天下”思想构造图，反映出秦汉以后“天下”思想的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C 项正确；阴阳五行思

想在材料中没有体现，A 项错误；君权神授思想只是材料部分信息，不是天下思想的核心，B 项错误；“天

下”思想构造图中以“德”而非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D 项错误。 

 

3. 北宋时期，官吏大多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和官职资历加以任命，中央的中高级官员大都具有长期的地

方工作经验，他们依资序自州县幕职官至知县、通判、知州逐级升进。该现象 

A. 是“重文轻武”政策的产物 B. 表明基层治理能力逐渐弱化 

C. 导致了宋代官僚队伍膨胀 D. 体现了官僚体制的自我完善 

【答案】D 

【解析】 

【详解】据题意可知，北宋官吏多是中央政府按照才学和官职资历进行任命，这种方式有利于选拔优秀人

才充实官僚队伍，体现了官僚体制的自我完善，故选 D；该现象体现了注重官吏的才学和资历进行授官，没

有体现“重文轻武”，更不能说明基层治理能力的弱化，排除 AB；材料反映的是官员选拔，不能说明导致官

僚队伍膨胀，排除 C。 

4. 宋被元灭后，相当

的
南方士人或以“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或以“士人若不至京师，便不足

以昌行其道”为由北上仕元。而明清鼎革之际，殉明士大夫就达 3800多人，而选择自我放逐的明遗民为数

更众。这种变化表明 

A. 清朝统治者打击汉族士大夫更甚 B. 元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积极有效 

C. 明清专制皇权加强深远影响 D. 官方哲学不断被拔高并走向僵化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从与元朝统治者合作以行“中国之道”，

到明清之际以殉明、自我放逐坚持“中国之道”，仕大夫“杀身成仁”，表明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逐

渐走向僵化，D项正确；清朝打击汉族士人更甚与士大夫选择“殉明“自我放逐”不符，排除 A；元朝时，

文人地位相对低下，排除 B；材料没有涉及明清专制皇权加强的影响，排除 C。 

5. （清）沈廷瑞在《东畲杂记》中关于清朝前期江浙省濮院镇农家这样描述道：“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

有业田者，田事皆扈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

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日种跨脚田。”由此可见，濮院镇 

A. 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B. 人地矛盾异常尖锐 

C. 农家经营重心发生变化 D. 自然经济逐渐瓦解 



    

【答案】C 

【解析】 

【详解】据材料可知，清朝前期濮院镇农家的经营重心从农业转移到手工业，且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

忙于手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故选 C 项；濮院镇农民雇佣

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说明当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仅凭材料信息不能得出资本

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这一结论，故排除 A 项；材料中“人地矛盾”严重是指石门、桐乡地区，濮院镇没

有体现这一现象，故排除 B项；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故排除 D项。 

6. 下表为 1861 年—1891 年洋务运动时期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的
企业数量对比（单位：个）。据此可知，洋

务运动 

类型 1861 年 1871 年 1881 年 1891 年 

军事工业 1 11 16 30 

民用工业 0 1 14 53 

 

A. 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 核心内容发生质的变化 

C. 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 D.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答案】D 

【解析】 

【
分析】 

【详解】据表格可知，1861～1891 年军事工业个数稳步上升，1871～1891 年民用企业个数猛增，说明无论

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企业，个数都在增多，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故 D 项正确；洋务企业，不属于民

族资本主义，因而不能说“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故 A 项错误；洋务运动核心内容一直是发展军

事工业，民用工业其目的是辅助军工，故 B 项错误；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是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于通

商口岸的外资企业，故 C 项错误。 

7. 1920年 5月 1日，在北京、上海等十余座城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群众进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

集会和演讲，并散发传单，打出了“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标语，《新青年》杂志出版“劳动节纪

念号”，介绍五一节由来和欧美工人阶级的斗争。这反映了 

A . 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B. 中国先进分子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C.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心工作 D.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答案】B 



    

【解析】 

【详解】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传单，打出了“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标语，这说明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B 正确；五四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排除 A；中共早期的

中心工作是发动工人罢工，排除 C；D 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内容，排除。 

8.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 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

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该规定 

A. 适应了土地革命运动形势的需要 

B. 体现了中共探索民主政治的尝试 

C.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D. 极大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 

【答案】B 

【解析】 

【详解】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共政权，边区政府设置参议院选举条例中的规定，“不分阶级、党派、

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这是中共对民主政治的

一种尝试，B 正确；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排除 A；陕甘宁边区成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之后，排除 C；

规定实施之后才能起到提高民众政治觉悟的作用，排除 D。 

9. 如图示 1952年 5月至 1953年底，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示意图。反映了当时中国 

 

A. 外交政第转变的需要 B. 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 

C. 反思苏联经验的需要 D. 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到 195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得到恢复和发展，于是国家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

建设时期，即"一五"计划时期。再仔细观察柱状图可知，综合性和财经类院校的占比降低，而工、农、医

等高校的占比升高，这就反映出高校院系调整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因此 D 项正确；

题干是国内教育领域的变化而不是外交领域，故 A项错误；计划经济体制是 1956年底确立的，故 B项错误；



    

调整院系的目的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不是服务于国外苏联经验，故 C项错误。 

10. 倪学勇在《雅典民主的多元解读》中说道：“这种专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没一个角度，可以调动一切能

够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过去，轰然一声，连呻

吟都一并淹没在尘土之中。”这主要说明雅典民主制 

A. 城邦组织能力强大 B. 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C. 鼓励公民积极参政 D. 存在多数人的暴政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材料"这种专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可以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说明雅典民主政治

的弊端，存在多数人的暴政，D 项正确；城邦组织能力强大不符合材料主旨，A 项错误；B 项不是材料体现

的主旨，少数公民权利未能保障，排除；C项不是材料体现的主旨，排除。 

11. 欧洲某一时期，舞剧通常的情节总是由四个部分组成：天性的美好，天性的凹陷，大悲痛下英雄的出现

以及天性的复活。此类舞剧情节设计迎合了 

A. 理性主义下的社会价值观 B. 宗教神学束缚人性的需要 

C. 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潮 D. 现实主义艺术流派的发展 

【答案】C 

【解析】 

【详解】据所学可知，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潮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与宗教束缚，

而材料中“天性的美好，天性的凹陷，大悲痛下英雄的出现以及天性的复活”，恰好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

文主义思想，故 C 正确；材料未涉及“理性”，故 A 错误；材料“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不

是“宗教神学束缚人性的需要”，B 错误；现实主义重在反映现实，与材料提到的“天性”不符，D 错误。 

12. 马丁·路德号召德意志基督徒：“在尊严意识中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和责任，使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在

德国民族中管理这些教士职位。”这一主张 

A. 使基督徒获得了灵魂得救的自主权 

B. 顺应了新教徒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 

C. 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D. 使新教完全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控制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 马丁·路德主张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和责任，在德国民族中管理这些教士职位，体现了否定罗马教

会的权威，建立民族教会的思想，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故选 C；A、B 与材料信息无关，排

除；D 表述太绝对，错误。 

【点睛】 

13. 在美国独立之前，北美各殖民地存在以下状况 

 北美英属殖民地 北美法属殖民地 

立法机构 有民选的立法议会 不存在难以驾驭的民选机构 

行政运行规则 
委任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民选

的立法议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 

所有官员均由巴黎任命，命

令会被部下严格执行 

据此可知 

A. 殖民地延续了本国政治传统 B. 殖民方式不同影响政治发展 

C. 资本原始积累促进民主进程 D. 分权制衡的理念得到了贯彻 

【答案】A 

【解析】 

【详解】通过观察表格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美国独立之前，北美英属殖民地和法属殖民地的立法机

构、行政运行规则等，都与各自的宗主国有明显相似之处，反映出殖民地延续了本国政治传统，A 项正确；

殖民方式不同影响政治发展在材料中没有体现，B 项错误；材料不能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促进民主进程，C 项

错误；最早贯彻分权制衡理念国家是独立之后的美国，D 项错误。 

 

14. 1943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称，在乌拉尔地区的一位农民说：“美国和英国要求苏联解散集体

农庄并且为军队佩戴肩章。如果苏联完成了这些要求，那么美国和英国将帮助苏联打败德国人”。而且农

民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说法一天之内在该农庄就被转达了 30多次，在后来的日子被传播的次数更是不断增

加。材料说明 

A. 政府与农民对集体农庄看法趋于一致 B. 农民对改革集体农庄制度的深切期盼 

C. 战争促使苏联有了体制变动的可能性 D. 外界干预是促成农庄解散的主要动力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农民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说法一天之内在该农庄就被转达了 30 多次，在后来的日子被传播

的次数更是不断增加”体现的是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消息迅速在苏联农民之间传播，说明的是该项政策不得

人心，改革迫在眉睫，B 正确；政府受自身既得利益的影响，与农民的看法并不一致，A 排除；材料未涉及



    

战争对苏联体制的影响，C 排除；苏联集体农庄解散的说法不符合史实，D 排除。故选 B。 

15. 下表中所示变化反映了 

美国若干经济指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重变化 

对外出口 工业产值 黄金储备 

1947年 1970年 1948年 1969年 1949年 1971年 

32.4% 13.7% 53.4% 40.8% 75% 9.7% 

 

A. 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 B. 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 

C. 世界多极化趋势显现 D. 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影响 

【答案】B 

【解析】 

【分析】 

【详解】由表格数据可知，美国对外出口、工业产值、黄金储备等经济指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重到

70 年代大大下降，尤其是黄金储备由占绝对优势到劣势。这说明美国霸主地位动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走

向瓦解的体现，故 B 正确；材料数据体现不出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故 A 错误；材料无法说明世界多极化

趋势显现，故 C 错误；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影响不是材料的主旨，故 D 错误。 

二、非选择题 

16.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影响深远。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势力被摧折，察举和学校入仕之途又开始恢复。而察举的方式也逐

渐由举荐向通过考试转变，士人得官主要依据于策试和“明经”考试。察举的标准也逐渐由孝悌、吏能、

经术并重，转向以考察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的文化考试为主。由此察举制和学校制度的关联也更为密

切，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来科举的根本性特征的自由投考制度在北朝开始萌芽。 

——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材料二  儒家文化能够在几千年间不曾中断地沿袭下来，与科举考试以其作为主要内容是密不可分的。

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把儒家经典作为考试主要内容，孔颖达《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儒学定于一尊的标

志，而其具体内容又要依赖于学校教育和考试。明清的科举考试主要以理学为主要内容，这为有效地抵御

佛、道，巩固儒学在封建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从唐朝以后，儒学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演

变，唐代的注疏经学，宋代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以及清代乾嘉时期的汉学，等等，这些学术思想的

兴起使中国文化呈现出绚烂的色彩。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促进了这些演变结果的传播。另外，参

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在承担起儒家文化传承重任的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创造者。 



    

——朱效梅、郑国民《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完成下列任务： 

（1）据材料一，概括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 

（2）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以“科举考试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为主题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

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260字左右） 

【答案】（1）特点：方式多样；继承传统并有所发展。 

影响：进一步打击士族势力；儒家经典受到重视；为科举制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 

（2） 

论点方面 论据方面 

科举考试与儒家文化

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科举考试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巩固了儒学在封建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儒

家思想的不断传播。 

儒家思想的传播有赖于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这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从而

推动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 

由于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的确立，这也导致科举考试内容的单一化和伦理政治化，

尤其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在抑制科技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儒家思想日益僵化，忽

视实际问题的解决。 

两者

的
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解析】 

【详解】（1）特点：根据“察举和学校入仕之途又开始恢复”得出方式多样；根据“而察举的方式也逐渐由举

荐向通过考试转变，士人得官主要依据于策试和“明经”考试”可得出继承传统并有所发展。影响：根据“由此

察举制和学校制度的关联也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来科举的根本性特征的自由投考制度在北朝开

始萌芽。”可从进一步打击士族势力；儒家经典受到重视；为科举制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等角度概括。 

（2）本问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多角度论述。结合材料的信息和所学，可得出“科举考试与儒家文化相

互影响，密不可分”这一观点，论述时可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对儒学产生的影响、儒学发展对科举制的影响

等方面进行概括，再总结二者的关系即可。 

17. 历史与历史解释 

材料一  美国学者柯文曾写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英文名称：

HistoryinThreeKeys：TheBoxersAsEvent，Experience，andMyth. 

（1）指出材料一作者从哪些方面关注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述，并说明其意图。 

材料二  卡尔-波普尔说：“木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托波尔斯基



    

认为历史解释分为：一是“描述性解释”，通过叙述历史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发生性解释”，

指出给定现象的起源，回答“是怎样发生的”；三是“结构性解释”，说明某一现象在给定结构中的位置，

如某一事件的意义和作用；四是“定义性解释”，给现象提供定义，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五是“因果性解释”，说明现象的原因。 

该书目录 

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第一章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人们的经历的过去 

第二章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第三章将神附体 

第四章法术和妇女秽物败法 

第五章…… 

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被神话化的过去 

第六章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第七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第八章…… 

柯文在书的结语中写道：“最后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涉及我作为作者在本书几个部分中的作用。每

个部分探讨不同的一类意识：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的意识，第二部分是历史的参与者（或历史的见证者）

的意识，第三部分是神话制造者的意识。” 

——摘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记忆》 

（2）请从材料二中任意选择一种“历史解释”，解释 19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答案】（1）评述：从历史学家的记录、亲历者的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等方面。 

意图：说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受到作者立场与特定时代的影响。 

（2）历史解释： 

示例 1：选择描述性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变动是指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



    

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新的经济形式在中国出现。具体表现：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

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纺”与“织”分离、“耕”与“织”分离及大量农产品商品化；19世纪 40年代，

外商在通商口岸私自设厂；19世纪 6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

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企业采用机器生产，中国近代企业诞生；19世纪

60、70年代，在洋务运动诱导下，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投资民族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产生。总之，19世纪 40到 70 年代，中国除封建自然经济外，出现了外商企业、洋务企业及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经济结构变动。 

示例 2：选择因果性解释。（第二、四种解释）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

国家经济侵略，也因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动。具体表现：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五口通商，列强为便利对中国经

济侵略，外商企业在中国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随着西方先进技术传入，

19 世纪 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洋务企业）；19世纪 60、70年代，受

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洋务运动引进技术的诱导，也由于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国内市场的扩大，一些官僚、

地主和商人的投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总之，19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外

商企业、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经济结构发生变动。 

示例 3：结构性解释。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变动，从而引起了中国社

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变化。具体表现：19世纪 40年代，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产生条件；外商企业创办，中国无产阶级出现，外商企业丰厚的利润刺激了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

人投资近代企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19世纪 60年代，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

探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一定程度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19世纪 60、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

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现，无产阶级队伍壮大。总之，19 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

一定程度说明面对西方侵略，中国人为寻求国家富强，进行的近代化探索。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形成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维新思想，从而影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及思想变革，推动了中国民主

革命的进程，使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变。经济结构的变动，具有历史进步性。 

【解析】 

【分析】 

【详解】（1）评述：根据材料“美国学者柯文曾写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可

知，作者从历史学家的记录、亲历者的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等方面关注了对义和团的评述。意图：根据所

学知识可知，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同，说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受到作者立场

与特定时代的影响。 

（2）历史解释：材料中列举了五种历史解释的内涵，可以任选一种进行对 19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经济



    

结构变动进行解释。以描述性解释为例。根据材料“描述性解释”，通过叙述历史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

题”，结合所学知识，对 19 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进行描述。侧重现象的描述。中国近代经

济结构变动是指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新的经济形

式在中国出现。具体表现：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纺”与”织

分离、“耕“与”织“分离及大量农产品商品化；19世纪 40年代，外商在通商口岸私自设厂；19世纪 60

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曾国蒲、李鸿章等人创办军事工

业和民用工业，洋务企业采用机器生产，中国近代企业诞生；19世纪 60、70年代，在洋务运动诱导下，一

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投资民族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最后对其进行总结，19世纪

40 到 70年代，中国除封建自然经济外，出现了外商企业、洋务企业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

经济结构变动。还可以选择“选择因果性解释”、“结构性解释”，阐述时，紧扣这些解释的概念，联系

19 世纪 40至 7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史论进行分析，史论正确，逻辑清晰即可。 

【点睛】 

18. 如图是中国城镇化进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并说明划分依据。 

【答案】示例： 

一、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资源极度短缺、外部封锁扼制新中国发展

的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实施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城镇化初步发

展；1956-1960年由于“大跃进”思想的冲击，城镇化表现出快速冒进的发展趋势。 

二、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文化大革命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城镇化进程

缓慢。 

三、恢复并较快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限制的逐步放宽，推动着以外出农民工为代



    

表的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乡镇企业的崛起，极大

地吸引了农村地区过剩的劳动力，使得地区人口展现出“农村—乡镇—城市”流动的态势；受益于对外开

放和以经济特区为引领的区域增长极孕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78-1992年中国城镇化呈现恢复并较快发

展的趋势。 

四、加速发展时期（1993 年以来），在这一时期，1992 年以对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区域经

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为城镇化的快速扩张提供了保障；经济的腾飞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解析】 

【详解】本题是一个开放性试题，回答时要把握材料中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结合所学，把现有的

划分进行重新整合，可以按照初步发展时期、缓慢发展时期、恢复并较快发展时期、加速发展时期（1993

年以来）等四个阶段进行划分，此划分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划分的。具体每一阶段论证，可结合

所学知识进行论证。如阶段一：中国城镇化初步发展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可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史实（国

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大改造、大跃进等）与城镇化初步发展相结合进行分析；如阶段二：中

国城镇化缓慢发展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可从文化大革命阻碍城镇化发展方面进行分析；如阶段三：中国城

镇化恢复并较快发展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可从改革开放的史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关系方面进行分析；如阶段四：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1993 年以来），结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进一步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注意对划分依据的

解释较为合理，思路较清晰，逻辑严密即可。 

19. 18 世纪中叶前后，英国人的休闲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8 世纪中叶以前，宗教节庆无论对普通民众还是上层社会，都是休闲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年中各种节日加在一起有一百多天。在此期间，人们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参加各种盛大的活动，如戏剧

表演、舞会、体育比赛等。体育休闲也是英国人的重要休闲方式，而斗兽和足球?是其中最常见的项目。 

18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到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人逐渐适应了新的作息时间，上班

时间认真工作，休班时间才到酒馆、咖啡馆或者工人俱乐部娱乐，在周末或年度假日时则外出旅行。很多

传统休闲项目已难以为继，1835- 1849 年英国政府先后宣布斗牛、斗熊和斗鸡为非法。在 1845 年和 1850

年，政府分别通过了“博物馆法案”和“图书馆法案”，为地方议会征收少量的地方税用于当地博物馆和

图书馆的建设。文化休闲、餐饮娱乐、演艺观赏和旅游观光等多种休闲方式逐渐流行开来。 

一一摘编自马婕妤《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英国人 18 世纪中叶以来休闲生活的变化”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逻

辑清晰,史实运用准确,观点明确。） 

【答案】层次 1：说明 18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休闲生活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若从宗教节日逐步被固定工



    

休和法定节假日取代；逐步摆脱宗教色彩，走向世俗化；休闲方式日趋理性化和多样化等其中任意两个角

度进行阐释，表述合理可得分。 

层次 2：说明 18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休闲生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若从工业革命后广泛建立的工厂制度

对作息时间和劳动纪律有严格的要求，传统节庆下的随意休闲不符合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要求；伴随城市化

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人们对休闲生活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政府对休闲活动进行现代化改造与提倡的影

响等角度进行分析，表述合理可得分。 

层次 3：说明 18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休闲生活发生变化的历史影响。若从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保障工

业生产的有序进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

休闲需要，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等角度阐释历史影响，表述合理可得分。 

【解析】 

【详解】首先从材料中提取这一时期英国人休闲方式变化内容，根据材料中 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休闲生

活方式的变化情况可以得出，宗教节日逐步被固定工休和法定节假日取代，逐步摆脱宗教色彩，走向世俗

化；从休闲方式看，这一时期的休闲方式日趋理性化和多样化。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

人休闲生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材料“18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到 19世纪中

后期，英国人逐渐适应了新的作息时间，上班时间认真工作，休班时间才到酒馆、咖啡馆或者工人俱乐部

娱乐，在周末或年度假日时则外出旅行”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工业革命后广泛建立的工厂制度对作息时

间和劳动纪律有严格的要求，传统节庆下的随意休闲不符合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要求；根据所学知识可知，

伴随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人们对休闲生活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根据材料“地方议会征收少量的

地方税用于当地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设”可知，政府对休闲活动进行现代化改造与提倡。最后对英国人休

闲方式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述，得出 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休闲生活发生变化的历史影响。若从适应工

业化生产的需要，保障工业生产的有序进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

们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休闲需要，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等角度阐释历史影响，表述

合理可得分。 

 

 



    

 

本试卷的题干、答案和解析均由组卷网（http://zujuan.xkw.com）专业教师团队编校出品。 

登录组卷网可对本试卷进行单题组卷、细目表分析、布置作业、举一反三等操作。 

 

试卷地址：在组卷网浏览本卷 

 

 

组卷网是学科网旗下的在线题库平台，覆盖小初高全学段全学科、超过 900 万精品解析试题。 

关注组卷网服务号，可使用移动教学助手功能（布置作业、线上考试、加入错题本、错题训练）。 

 
 

  

学科网长期征集全国最新统考试卷、名校试卷、原创题，赢取丰厚稿酬，欢迎合作。 

钱老师 QQ：537008204    曹老师 QQ：713000635  

 

 

http://zujuan.xkw.com/qbm/paper/2731323682103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