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中学 2019-2020学年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

（选修）试题（新疆班） 

说明：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 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全卷满分 100分，考试

时间 90 分钟。 

第Ⅰ卷（选择题  共 5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计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 

1. “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把斧头的形象，象征军事首领的征伐权力，战国时期，孟子认

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的观点 

A. 与甲骨文“王”字的本义一致 

B. 是“无为而治”的理论依据 

C. 体现出儒家强调教化的政治理念 

D. 奠定了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 

【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甲骨文中“王”字的含义象征军事首领的征伐权力，而孟子强调的

是仁义而非征伐，排除 A。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无为而治”是道家的观点，与儒家孟子的

观点不符，排除 B。“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的大意是指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

可以称霸，用道德而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可见孟子的观点重在强调仁义、道德教

化，故选 C。宗法制度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与题干中孟子的观点不符，排除 D。 

2.南朝吴均 《齐春秋》中记载：“有病邪者，以问欢（人名）。欢曰‘君家有书乎？’曰：

‘惟有《孝经》三篇。’欢曰：‘可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当自瘥（治愈）。’如其言，

果愈。后问其故，欢曰：‘善禳祸，正胜邪，故尔。’”这则故事反映了 

A. 儒家经典在民间被神圣化 

B. 儒学正统地位开始确立 

C. 思想界出现三教合一趋势 

D. 儒学影响中医治疗方法 

【答案】A 

【解析】儒学在汉代确立了正统地位；唐宋之际思想界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材料说的是儒

家经典能治病，是神圣儒家思想的意思，和我国中医没有关系。因此 BCD三项均错。材料记在



 

载了顾欢以孝经去病的故事。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被神圣化。 

3.“天理”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包含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天理”既是天之

大理，又是物之小理，还是人之道理的观念系统。现在有人做了坏事，仍被称为“伤天害理”

或“天理难容”。朱熹认为要想知道“天理”何在，必须 

A. 内心反省 

B. 考察事物 

C. 消灭私欲 

D. 遵守三纲五常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是问探寻“天理”的方法，程朱理学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即“考察事物”，故 B项正确。心学强调内心反省，与程朱理学不符，排除 A。朱熹主张格

物致知以求理，而不是消灭私欲，排除 C。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以求理，而不是遵守三纲五常，

排除 D。 

4.据史料记载，明朝海瑞五岁的女儿因为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一块饼吃，便被海瑞认为犯了

“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最终被饿死。材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A. 海瑞治家的严谨态度 

B. 古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 

C. 理学对人性的摧残 

D. 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明朝时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材料反映了理学的消极影响，体现了其摧

残人性的一面，C正确；AB两项不是材料信息无关反映的本质，排除；D材料信息无法体现，

排除。 

5.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自古以来的‘民本’之说并非‘民为本’，而仅仅是指君主

‘以民为本’；然而明末涌现出来的民本主义言论却是主张尊重‘公论’，即主张是非存于

民间即地方的公论之中，皇帝和官僚必须遵从民众之是非。”下列言论最能支撑该学者结论

的是 

A.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 董仲舒：“《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C. 顾炎武：“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 



 

D. 黄宗羲：“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然而明末涌现出来的民本主义言论却是主张尊重‘公论’，即主张是非

存于民间即地方的公论之中，皇帝和官僚必须遵从民众之是非”可知，体现了皇帝和官僚要

遵从民众的“公论”，选项中“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也体现了要遵

从民众“公论”的意思，能够支撑该学者的结论，故 D 选项正确；孟子的“民贵君轻”体现

了君主要“以民为本”的民不思想，与材料无关，故 A选项错误；董仲舒的“以人随君，以

君随天”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故 B选项错误；顾炎武的“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

君之治”主要体现了主张以宗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张，故 C选项错误。 

6.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评论东汉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时说：“从它的社会根源来看，它与官

僚政府组织有密切联系，并且专门致力于统治官员所要解决的问题，土地丈量、谷仓容积、

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由此可见我国古代

科技的特点是 

A. 重实用 

B. 重理论 

C. 重逻辑推理 

D. 重实验 

【答案】A 

【解析】由“专门致力于统治官员所要解决的问题，土地丈量、谷仓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

建”可看出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的特点，故 A项正确；B项重理论材料中没有体现；CD项不

符合中国科技的特点，是近代西方科技的特点。 

7.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它用趋于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

间的限制，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下列关于京剧的说法，错误的是 

A. 道光年间，出现“徽汉合流”局面 

B. 京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的成熟 

C. 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走向成熟 

D. 京剧以表演历史故事为主，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答案】B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元曲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的成熟，所以 B选项是错误，答案选

B。其他选项都是正确的。 



 

8. 下图题诗为：“春风昨夜入山来，吹得芳兰处处开。唯有竹为君子，更无他卉可同栽。”

落款为“板桥郑燮”。 对此画的表述不正确是 

 

A. 该画属于“文人画” B. 融多种艺术于一体 

C. 注重刻画真实景物，摹写逼真 D. 强调个性表现, 追求神韵意趣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获调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该画体现了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特点，属于文

人画，正确；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追求的是意境美，C 错误，

D正确；它文人画强调诗、书、画和印等多种艺术的结合，B正确；故选 C。。 

9.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而来，日益兴盛，在勾栏瓦舍中有很多以此为生的“说话人”。

“说话”分为四家：小说（以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诨经（演说佛书）讲史（讲

述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合生（演出者随兴“指物题咏”）。这反映出宋代 

A. 说书艺术开始在民间出现 

B. 世俗文学成为文化主流 

C. 传统礼教受到较大冲击 

D. 城市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宋代以来，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逐渐扩

大，收入增加，相应的世俗文化兴起，说话艺术逐渐成为市民阶层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于

是出现了以此为生的专门的说书人，故 D 项正确。唐代已经出现“说话”艺术，排除 A。B

项说法错误，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世俗文学不可能成为文化主流，排除。

材料没有涉及传统礼教受到了较大冲击，而是强调城市经济发展推动市民文化发展，排除 C。 

10.鲁迅先生曾对中国近代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给以这样的概括：“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

‘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习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

要旧。”这一主流思想是指 

A. 师夷长技以制夷 



 

B.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 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D.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答案】B 

【解析】本题以鲁迅的一段材料设题，考查对洋务思想“中体西用”的理解。抓住材料“‘子

曰诗云’也要昌明”，“子曰诗云”指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西哲本领”指的是西方的科学

技术。A 项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的思想；C 项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是维新派的思想；D

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严复的思想。故本题选 B项 

11.《孔子改制考》出版后，曾经支持变法的管学大臣孙家鼐马上上折弹劾，连对维新不遗

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大力抨击，至于守旧者则攻击康氏离经叛道并找到了最好的口实。

这反映出 

A. 康有为减少变法阻力的策略存在问题 B. 维新阵营内部因是否立宪发生分歧 

C. 维新变法遭到清朝官员普遍反对 D.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 

【答案】A 

【解析】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孔子改制考》将孔子作为改革办法的先师，为维新

变法提供历史依据，部分原来支持变法的清朝官员为维护孔子的地位而抨击变法，这说明康

有为减少变法阻力的策略存在问题，故 A选项追求；材料未涉及君主立宪的问题，故 B选项

错误；C选项“普遍反对”一词过于绝对，故 C选项错误；新文化运动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

位已经动摇，故 D选项错误。故选 A。 

12.孙宝瑄 1898年 12月的《望山庐日记》中说：“昨读《天演论·导言四》，严又陵案语有

云：岛国僻地，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心竞更起。往往岁月之后，旧种渐湮，新种

迭盛。„„余为之掩卷动色曰：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下列

选项正确的有 

①作者受进化论的影响反思民族危机 

②主张民主、科学挽救危机 

③材料体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④《天演论》乃梁启超代表作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①② 

【答案】A 

【解析】“岛国僻地，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心竞更起”、“往往岁月之后，旧种

渐湮，新种迭盛”、“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等信息可以得出 A

符合题意，故选 A；题干所述材料是 1898年，民主和科学的说法是在 1915年新文化运动才

被提出来的，故排除②；根据所学《天演论》是严复的作品，故④不符合史实。 

13.《新青年》经常刊登介绍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事迹，介绍生物的起源、医学、生理、

体育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用朴素的语言讲解“猴子变人”的规律，宣传宇宙是可以认识的，

物质是实在的等唯物主义观点。材料说明《新青年》旨在 

A. 借助天演论宣传革命思想 

B. 将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C. 大力弘扬民主和自由思想 

D. 把反迷信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 

【答案】D 

【解析】材料没有反映《新青年》宣传革命思想，故 A 错误。材料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内

容，故 B错误。材料反映的是《新青年》弘扬科学的精神，没有体现民主和自由的相关内容，

故 C 错误。《新青年》宣传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以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旨在破除人们心中愚

昧落后的迷信思想，用科学的理念去消除迷信和封建的思想，帮助人们争取认识世界，因此

《新青年》把反迷信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故 D正确。 

14.下表中变化发生的原因是 

 

A. 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 B. 反封建的启蒙任务已完成 

C. 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权利 D.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答案】D 

【解析】材料体现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流行话题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成了五四运动后流行话题的变化为，平民、劳工、劳动和阶

级等，D 符合题意；五四运动后的流行话题与传统文化无关，A 不正确；B 与史实不符，中



 

国没有完成反封任务；C与史实不符。 

15.1924年孙中山指出：“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

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与孙中山这一思想联系最紧密的事

件是 

A. 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 

B.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 

C. 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准备与之合作 

D. 中国共产党接受民生主义主张，开展土地革命 

【答案】B 

【解析】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不是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故 A错误；孙中山

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关系,结合 1924 年国共合作可以知道,与孙中山这

一思想联系最紧密的事件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故 B 正确；中共成立

于 1921 年,而题干时间是 1924 年，故 C错误；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是在 1927年到 1937 年的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与题干时间 1924年不符，故 D错误。 

16.美国学者史华慈说：“在苏维埃阶段，毛泽东把全部精力用在湖南和江西农村战略方面，

但他承认这是对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辅助。当毛泽东在西北树立了精神领导权时，他的无产

阶级概念已经具有新的内容。”这里的“新的内容” 

A. 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B. 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准备 

C. 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D. 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革命理论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毛泽东思想的知识，旨在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材

料“当毛泽东在西北树立了精神领导权时”，指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结合所学，毛

泽东思想的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故选 A；B 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人民

民主专政》,排除；C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排除；D是井冈山时期，排除。 

17.2010年 10月 1日 18时，搭载着“嫦娥二号”卫星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美联社在报道中说，“嫦娥二号”发射成功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

划的最新里程碑。你认为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应该是 

A.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B.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C. 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D. “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是中国空

间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选 B 是符合题意的，正确；选项 A 错在不属于空间技术，

不符合题意，排除；选项 C错在不是“第一个”里程碑，不符合题意，排除；选项 D也错在

不是“第一个”里程碑，不符合题意，排除；故本题选 B。 

18.“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

济强国的艰难过渡。„„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材料中

“他” 

A. 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B. 是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 

C. 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 

D.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答案】C 

【解析】由“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

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他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故本题答案选 C项；AB项对应的是毛泽东；D项对应的是江泽民。 

19.邓小平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推进教育发

展采取的最大举措和取得的成就有 

①提出“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 ②国民教育体制初步形成③颁布《义务教育法》④实行“科

教兴国”发展战略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答案】D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1983 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1986年《义务教育法》

颁布，1995 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因此选项 D 正确；国民教育体制初步形成的时间是

1965年，与材料中“改革开放以来”不符，②错误，选项 A、B、C排除。 

20.“世界上最快乐得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为善至乐’的乐，乃是从道德中产生

出来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必能获得这种快乐，因为理想的本质就含有道德的价值。”材



 

料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出自： 

A. 苏格拉底 

B. 柏拉图 

C. 普罗泰戈拉 

D. 康德 

【答案】A 

【解析】根据“‘为善至乐’的乐”“理想的本质就含有道德的价值”，材料凸显道德和善，

联系所学知识，苏格拉底强调道德和善，A正确；柏拉图强调理性主义，普罗塔哥拉强调“人

是万物的尺度”，康德强调理性，BCD三项都与题意不符，排除。 

21.16世纪欧洲有人宣称：“无论是传教士、神父或是教皇，和其他基督徒并无不同之„„

凡不以圣经为可靠启示、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为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这些宗教观

点 

A. 否定了民众的宗教信仰 

B. 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神学理论 

C. 强化了教皇的宗教权威 

D. 宣扬了理性主义思想 

【答案】B 

【解析】根据“无论是传教士、神父或是教皇，和其他基督徒并无不同之„„凡不以圣经为

可靠启示、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为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可知，这些宗教观点主张圣

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否定传教士、神父、教皇的权威，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神学理论，故 B

正确，C错误；“无论是传教士、神父或是教皇，和其他基督徒并无不同之”否定了传教士、

神父、教皇的权威，并非否定民众的宗教信仰，A错误；启蒙运动宣扬了理性主义思想，而

材料反映的是宗教改革，D错误。 

22.伏尔泰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但他并不是一个无

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们，宗教是不可少的，“即使没有上帝，也

要造出一个上帝来”。由此可知伏尔泰 

A. 偏离了理性思考的轨道 

B. 背叛了启蒙运动的宗旨 

C. 未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 

D. 意识到宗教的社会功能 



 

【答案】D 

【解析】依据材料中“他认为要统治人们，宗教是不可少的”、“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

一个上帝来”等信息可知，伏尔泰认为宗教有助于维护统治，为政治服务，这说明伏尔泰意

识到宗教的社会功能，因此 D选项正确。A选项错误，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

运动以理性为思想武器，他并未偏离理性思考的轨道；B选项错误，启蒙运动提出理性，反

对天主教会，但不反对宗教，他并未背离启蒙运动的宗旨；C选项错误，伏尔泰反对天主教

会神学思想的束缚。故正确答案为 D选项。 

23.“人们由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一个按某种法则运转

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上述认识的产生是由于 

A.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提出 

B.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 

C. 普朗克量子力学理论的问世 

D. 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中人们发现自然界“是一个按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也就是

说，人们从此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结合所学知识，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是人类认识自

然的第一次飞跃和理论的大综合，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对科学发展的进程以及人类生

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故 D正确；1687年牛顿经典力学创立，1859 年达

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1900 年爱因斯坦相对论创立，1900 年普朗克量子力学理论的问世，

ABC 时间都在牛顿经典力学创立以后，而人们材料中的认识早在 17 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创立

后已经产生，排除 ABC。 

24.科技史专家丹皮尔认为，以前的发明主要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技术家取得进一步的

成就”，后来“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研究，“开始走到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

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下列发明中，属于后者的是 

①蒸汽机 

②汽车 

③骡机 

④电灯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答案】C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发明主要是手工业者的实践经验，即“实际生

活的需要推动技术家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明大多出自科学实验室，

科技成为技术进步的最重要推动力，即“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研究，“开始走到实际的

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①项，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属于前者。故①项错误；②项，汽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属于后者。故②项正确。③

项，骡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纺纱机的一项重要成就，属于前者。故③项错误。④项，电

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属于后者。故④项正确。综上可知，正确答案为 C。 

25.有人评价某一剧作时说：“看了这些戏，我们都感到好笑，忍俊不禁，但在笑声中却隐

藏着深深 悲哀与寂寞。尽管剧情虚妄、台词荒唐，我们不难发现剧中人有些方面跟我们十

分相似，而剧中的荒诞现象正是我们不合情理的生活现实的极度夸张。”下列文学作品与该

剧作属于同一流派的是 

A.  B.   

C.  D.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调动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剧情虚妄，台词荒唐”“不合情理的

生活现实的极度夸张”，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A 项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故 A项错

误；B项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故 B项错误；C项属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故 C项正确；D

项彼得拉克《歌集》体现的是人文主义，与题意无关，故 D项错误。 

 

第 II卷（非选择题  共 50分） 

的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题，26 题 10分，27题 12 分，28题 13分，29题 15分，满分

50分。 

26.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纵观民生问题的各种看法，有利于以史为鉴。阅

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完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离娄篇》 

材料二  商贾贸负贩之不可缺也，„„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敌

国之财皆吾财也。„„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材料三  仆之素志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在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

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 

——孙中山（1924年） 

请回答： 

（1）材料一中孟子 治国之道是什么？体现了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 

（2）材料二体现了黄宗羲的什么观点？根据材料二概括其目的是什么？ 

（3）根据材料三，指出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理解。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指出，孙中山认为应

如何实现民生主义？ 

（4）综上所述，你认为实现民生幸福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答案】（1）治国之道：仁政（2分） 社会现实：礼崩乐坏或诸侯混战民不聊生（2分） 

（2）观点：工商皆本（2分）      目的：利国惠民，实现仁政（2分） 

（3）理解：全体国民安享幸福（2分）     方式：平均地权，节制资本（2分） 

（4）主要途径：以民（人）为本; 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国民平等（合理即可）（2 分） 

【解析】第（1）问，从材料中“君不乡（向往）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可

以看出，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后一问联系当时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实回答即可，分裂割据，礼

崩乐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 

第（2）问，从材料中“商贾贸负贩之不可缺也”，说明了发展商业重要性，体现了黄宗羲

的工商皆本的思想观点。材料中“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说明商业发展的

目的和意义：利国利民，体现仁政。 

第（3）问，“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可知，孙中山要实现共同富裕；联

的



 

系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回答即可，从材料中“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 孙中山要通

过提倡实业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 

第（4）问，此问为开放性设问言之成理即可。综合思想材料，说明实现的总体途径。协调

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健全民主法治，稳定政局;注重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

距;政策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 

27.文学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在当时文人看来，“这种文学形式”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

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

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

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

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

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

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

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钱大昕（清）《十架斋养新录》 

材料三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

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

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

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 

——《鲁迅全集》第 4卷 

请回答： 

（1）指出材料一中“这种文学形式”指 是什么？并分析其兴盛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清小说流传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小说繁荣的因素有哪

些。 

（3）根据材料三，概括鲁迅对白话文的评价。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文学发展的认识 

【答案】（1）形式：宋词。 

原因：更能表达个人情感；文人反抗统治思想的压制；文人对文学艺术的创新。 

的



 

（2）特点：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读者群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影响力超过儒、佛、道三教。 

因素：君主专制的加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扩大，适应市民阶层需要；印刷技术

提高。 

（3）评价：白话文也具备文言文的优势；白话文的兴起是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的结果。 

（4）认识：文学艺术的发展反映了时代政治经济的变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丰富影响了

人类的精神生活。 

【解析】 

（1）形式：根据“（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结合所学得出是宋词。 

原因：根据“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得出更能表达个人情感；根据“比

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得出文人反抗统治思想的压

制；根据“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得出文人对文学艺术的创新。 

（2）特点：根据“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

而如见之”得出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读者群包括了社会各阶层）；根据“是其教较之儒、

释、道而更广也”得出影响力超过儒、佛、道三教。 

因素：结合所学，可从君主专制的加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扩大、印刷技术提高

等角度分析解答。 

（3）评价：根据“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得出白话文也

具备文言文的优势；根据“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得出白话文

的兴起是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的结果。 

（4）认识：综合材料，可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时代政治经济变迁的反映和丰富人类的精神

生活等角度总结回答。 

28.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的思想理论成果，是引领中

国人民不断前进的旗帜。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过了他的同事。„„毛泽东认为，如果

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

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二  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

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 

材料三  邓小平同志部分讲话的时间和名称 

讲话名称 发表日期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 6月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1985年 10月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 1月、2月 

——摘自《邓小平文选》 

请回答： 

（1）据材料一，说明 20世纪 20年代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对民权的认识有何变化？联系时代背景，简析

其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成果。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三大思想理论的认识。 

【答案】（1）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

的正确道路 

（2）变化：由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发展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原因：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

响。 

（3）“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动了港澳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4）理论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要联系实践，不断完善。 

【解析】第（1）问，“重大贡献”，依据所学知识可知，20 世纪 20 年代毛泽东“在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 

第（2）问，“变化”，依据材料二信息“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

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并结合所学知识得出：

由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发展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原因”，依据所学知识从中国社会

性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等角度分析。 



 

第（3）问，“主要内容”，依据材料三信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

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得出：“一国两制”的

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实践成果”，依据所学知识得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推动了港澳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促使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等。 

第（4）问，“认识”，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理论要与时俱进、理论要联系实践

等角度分析。 

29.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往往会异常活跃、变化剧烈，对历史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阅读

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材料二  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仰。要得救上天堂，

不靠教会或行善，更不靠赎罪券 

——《路德选集》 

材料三  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

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

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

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

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四  16至 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

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

能„„修补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回答： 

（1）归纳材料一的观点，并指出这一观点出现的历史背景？ 

（2）归纳材料二中 观点？简析该观点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述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态度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者之

间在本质目的上有何相似之处。 

的



 

（4）根据材料四概括指出中外启蒙思想家提出的革新社会的方案有何不同，分析两者出现

差异的经济根源？ 

【答案】（1）观点：君臣相互协作，共同配合。（或君臣是师友关系） 

历史背景：政治上君主专制强化，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上小农经济占主体，但是出现了资本

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思想上文化专制，八股取士控制人民思想 

（2）观点：信仰即可得救（或因信称义）。 

影响：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反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推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 

（3）态度：伏尔泰推崇儒家文化（伦理道德）；孟德斯鸠、卢梭认为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 

目的：批判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发展资本主义。 

（4）不同：中国启蒙思想家是修补封建专制制度；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国

家的新蓝图。 

经济根源：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 

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确立，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解析】 

（1）第一问：据材料“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及相关所学知识可知

黄宗羲认为君臣间应是合作的关系。第二问：结合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相关所学内容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分析作答。 

（2）据材料“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等信息结合

教材宗教改革相关所学内容可知该观点是马丁·路德的“信仰即可得救”。结合教材马

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相关所学内容从推动宗教改革、打击天主教权威等角度分析作答其

产生的影响。 

（3）第一问：据材料三“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

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信息解读可知伏尔泰对儒

学的态度；分析材料三“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

露”信息可知孟德斯鸠等人对儒学的态度。第二问，结合设问要求指出两者之间在本质目的

相似之处，结合相关所学知识可知，他们都是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家，因此他们共同的目

的是批判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发展资本主义。 

（4）第一问：据材料“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

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修补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欧洲启蒙思

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可知两者差异；第二问：结合中国明清时期和 18世



 

纪欧洲经济发展状况相关所学内容分析产生差异的经济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