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市高考模拟考试历史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学校、姓名、班级、座号、考号填涂在相应位置。 

2.选择题答案必须使用 2B 铅笔（按填涂样例）正确填涂；非选择题答案必须使用 0.5 毫米黑

色签字笔书写，绘图时，可用 2B 铅笔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

答题无效。保持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

商代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

离而进入历史时代。这说明 

A. 故事传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B.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朝 

C. 商朝最早奠定了国家的基本形态 D. 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信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

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说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历史告别传说时代，成为信史，故 D 正确；

材料信息不是说明故事传说是否有史料价值，故 A 错误；材料主旨不是强调我国何时有文字记载，故 B 错

误；最早奠定国家的基本形态是在夏朝，故 C 错误。 

2.780 年，唐朝实行两税法，规定:每户按人丁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

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据此可知，两税法的实施 

A. 抑制了土地兼并 B. 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C. 减轻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D. 标志着征税依据由人丁转为财产 

【答案】C 

【解析】 

【详解】 

根据“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并结合所学可知，两税法可以减轻农民的负

担，故 C 项正确；ABD 项并没有涉及到，故排除。 

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



    

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钱穆意

在说明明代 

A. 废除丞相违背潮流 B. 政治体制运行特点 

C. 吏治败坏权臣弄权 D. 思想批判风气剧变 

【答案】B 

【解析】 

【详解】“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

最大的法理”说明明代内阁不是中央一级的正式机构，不能正式统帅六部百司，这是明代政治体制运行的

特点，故 B 正确；材料不能说明明代废除丞相违背了潮流，故 A 错误；材料信息不能反映吏治败坏，故 C

错误；材料和思想批判无关，故 D 错误。 

4.在 1830 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

1833 年，特别是 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这主要反

映了 

A. 鸦片输入危害巨大 B. 传统的手工业衰落 

C. 列强侵华打开大门 D. 闭关锁国政策破产 

【答案】A 

【解析】 

【分析】 

 

【详解】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疯狂地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几乎使天

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由此可知，这主要反映了鸦片输入危害巨大，故 A 正确；材料和传统的手

工业衰落无关，故 B 错误；中国的禁烟运动为列强侵华提供了借口，故 C 错误；鸦片战争后宣布闭关锁国

政策破产，故 D 错误。 

5.对“公车上书”的描述，过去人们利用的基本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即事件当事人的说法。康有为对整

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局的描述，栩栩如生，后人往往信之为确论。对此，也不乏研究者提出质疑，

但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采用。对康有为的描述理解正确的是 

A. 主观色彩浓厚，可信度较低 B. 孤证不立，应多类型史料进行互证 

C. 质疑未被广泛采用，说明真实可靠 D. 作为一手史料，应为事件的真实再现 

【答案】B 

【解析】 



    

【分析】 

 

【详解】 

康有为对“公车上书”的描述，具有主观色彩，如果有其他类型史料相互印证，就不会有质疑者，故 B 正

确，D 错误；主观色彩浓厚，未必可信度较低，需要相互印证，故 A 错误；质疑未被广泛采用，也不能说

明康有为的描述真实可靠，故 C 错误。 

6.1913 年，《时报》时评:“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

即外国商业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

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这反映了 

A. 辛亥革命缺乏群众基础 B. 实业救国思想影响深远 

C. 革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D. 民主革命进程的艰巨性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信息说明辛亥革命给商业带来损失，因此中外商人反对革命。这反映了民主革命进程具有艰

巨性，故 D 正确；材料信息不是强调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故 A 错误；材料信息体现不出实业救国思想，

故 B 错误；“革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是材料的现象，不是材料的实质，故 C 错误。 

7.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制订的实际工作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工人运动放在全部工作中的首要地位。中共

一大后不久 1921 年 8 月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一做法主要是基于 

A.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B.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C.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D. 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斗争经验 

【答案】A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工人运动放在全部工作中

的
首要地位，并成立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以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是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

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故 A 正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基础，故 B

错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故 C 错误；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斗争经验不是主

要原因，故 D 错误。 

8.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下图为共和国的国徽与国旗，据此可知 



    

 

A. 中国革命道路未突破俄国模式 B. 当时出现两个政权并立局面 

C. 中共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政权 D. 政权建设具有明显中国特色 

【答案】C 

【解析】 

【详解】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与国旗中的镰刀、锤子标志可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是

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故 C 正确；此时中国已经探索了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故 A

错误；俄国革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立局面，故 B 错误；苏维埃共和国体现了俄国特色，故 D 错误。 

9.1940 年 4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特别列出“讨伐行动当以重点指向共产

军匪，对其游击队作彻底地扫荡覆灭”。这说明 

A. 日本开始全面收缩侵华战线 B.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C. 中共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 D.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存实亡 

【答案】C 

【解析】 

【详解】1940 年 4 月的《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把进攻重点放到了抗日根据地，这说明中共的抗日

活动极大的牵制了日军的行动，中共逐渐发挥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故 C 正确；材料体现不出日本开始全

面收缩侵华战线，故 A 错误；材料信息不能说明国民党抗日政策，故 B 错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存实

亡”不符合此时的史实，故 D 错误。 

10.苏格拉底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转向人类的内心世界，对当时流行的四种美德即:智慧、正义、勇敢、节制都

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每一种美德都离不开知识，提出“德行可教”。其主要目的是 

A. 重建社会道德价值观 B. 宣传智者学派的主张 

C. 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 D. 树立人的尊严与价值 

【答案】A 

【解析】 

【详解】苏格拉底详细论述了四种美德即：智慧、正义、勇敢、节制，并提出“德行可教”。由此可知，

苏格拉底的主要目的是重建社会道德价值观，故 A 正确；智者学派忽视道德，故 B 错误；材料并未涉及雅

典的民主制度，故 C 错误；文艺复兴树立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故 D 错误。 



    

11.16 世纪，从西班牙到安特卫普（比利时城市），人们都抱怨贵金属的严重匮乏，欧洲各国于是不得不增

发铜币或信贷的办法来解决，货币也不断被重铸，面值不断增大。这一做法 

A. 促使美洲金银迅速流出欧洲 B. 是应对价格革命的有效手段 

C. 有利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D. 阻碍了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 

【答案】C 

【解析】 

【详解】16 世纪，欧洲各国增发铜币或信贷，货币也不断被重铸，面值不断增大。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这

一做法有利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故 C 正确；这一做法是美洲金银迅速流出欧洲的结果，故 A 错误；价

格革命是金银大量流入的结果，故 B 错误；这一措施促进了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故 D 错误。 

12.有人问伽利略，如果抛弃希腊先贤，谁来指导人类？伽利略反驳说:“只有盲人才需要指导。有眼睛和有

思想的人必须利用这些能力自己寻找答案。”这表明伽利略 

A. 具有理性精神 B.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 

C. 宗教意识淡漠 D. 背离了古希腊精神 

【答案】A 

【解析】 

【详解】伽利略认为“有眼睛和有思想的人必须利用这些能力自己寻找答案”。这表明伽利略具有独立思

考能力，这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故 A 正确；启蒙运动是在 17—18 世纪，故 B错误；材料信息体现不出伽利

略宗教意识淡漠，故 C 错误；伽利略鼓励独立思考，不能说背离了古希腊精神，故 D 错误。 

13.下表是欧美四国生铁、钢、煤的产量的统计数据。其中，丁国是 

 

A. 英国 B. 法国 C. 德国 D. 美国 

【答案】A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1871—1891 年间，欧美四国中英国在 1871 年的生铁、钢、煤的产量应该是最

高的。由表格数据可知，丁国是英国，故 A 正确；法国的钢铁产量是四国最低的，故甲是法国，故 B 错误；

德国在欧洲仅次于英国，丙是德国，故 C 错误；美国后来居上，在 1891 年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乙是美

国，故 D 错误。 



    

14.斯大林指出，把国内矛盾看作要靠世界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对本国工人和农民革命力量的忽视，

必然导致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如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来，苏维埃政权岂不是只有在同农民的矛

盾中“苟延残喘”或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斯大林意在 

A. 强调世界革命的紧迫性 B. 坚定实现现代化的信心 

C. 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D. 缓和与西方国家

的
矛盾 

【答案】B 

【解析】 

【详解】斯大林的意思是，不能等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要抓紧解决国内矛盾。依据所学知识可知，

此时国内矛盾是实现现代化问题，因此斯大林意在坚定实现现代化的信心，故 B 正确；材料主旨不是强调

世界革命的紧迫性，故 A 错误；新经济政策巩固了工农联盟，故 C 错误；材料体现不出缓和与西方国家的

矛盾的意图，故 D 错误。 

15.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宣布美国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另一方面又宣称美国的政

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 

A. 复兴欧洲 B. 缓和矛盾 C. 控制市场 D. 对抗苏联 

【答案】D 

【解析】 

【详解】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存续“自由制度”，刻意“淡化”意识形态。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这一做法主

要是为了对抗苏联，这是冷战的表现，故 D 正确；复兴欧洲不符合材料的主旨信息，故 A 错误；缓和矛盾、

控制市场也不是主要目的，故 BC 错误。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第 16 题 11 分，第 17 题 9 分，第 18 题 12 分，第 19 题 12 分，

第 20 题 11 分，共 55 分。 

1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元狩三年（前 120年），武帝任用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管

盐铁事。次年，二人奏请把煮盐、冶铁及其贩卖的营业全归官府经办，并规定如有私自煮盐、冶铁的，处

以（钛左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从此，获利最厚的盐铁业全归官府经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丰元年（前 110年）出身于洛阳商人之家的桑弘羊又以搜都尉领大司农，继任掌管全国盐铁事业的职务。 

——摘编自杨翼骧《秦汉史纲要》 

材料二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由于对于商业和商人的认知和前期相比逐渐发

生着变化，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对于商业政策和政治政策的调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安排采取了

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宋代官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商品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

使整个商人阶层开始有了活跃的政治、经济空间。 



    

——摘自王志立《宋代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影响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政策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答案】（1） 背景∶地方势力膨胀；汉武帝全面加强中央集权；长期征战，财政困难；政府推行重农抑商

政策；古代中国实行“工商食官”传统。 

（2）变化∶抑商政策松动；政府减少官营经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影响∶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壮大了市民阶层队伍；有利于

科技、文化的发展。 

【解析】 

【详解】（1）“社会背景”，根据材料一信息“获利最厚

的
盐铁业全归官府经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

源”得出：政府财政困难；结合所学知识从地方势力膨胀、汉武帝全面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政策、“工

商食官”传统等角度补充。 

（2）“新变化”，根据材料二信息“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对于商业政策和政治政策的调整”、“宋

代官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商品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并结合所学知识得出：抑商

政策松动、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 

“影响”，依据所学知识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壮大了市

民阶层队伍、有利于科技文化的发展等角度分析。 

1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晋末年内迁少数民族分布与北方流民南迁示意图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元朝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南下，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大

批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因此来到中原定居，并与其他民族的人通婚繁衍，逐渐形成一些统称为“回



    

回”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可靠而广泛的群众基础。 

——摘自刘杰《试析元朝时回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形成原因》 

（1）概括材料一反映的社会状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民族交融的特点。 

【答案】（1）状况：北方战乱；少数民族内迁，北民南迁，民族交融加强；南方经济得到开发。 

（2）特点：规模扩大，表现为外来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交融；民族交融的程度加深，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影响更深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解析】 

【详解】（1）“状况”，依据材料一信息“西晋末年内迁少数民族分布与北方流民南迁示意图”并结合所

学知识从北方战乱、民族交融加强、南方经济得到开发等角度说明。 

（2）“特点”，根据材料二信息“大批东来

的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因此来到中原定居，并与其他民族的

人通婚繁衍，逐渐形成一些统称为‘回回’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可靠而广

泛的群众基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规模、程度、影响等角度对比材料一分析得出。如规模扩大，外来民族

与中华民族的交融；民族交融的程度加深，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影响更深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1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

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

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从公社委员，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

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

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

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一切公务人员，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马克思对

巴黎公社高度评价，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时隔 20年后，恩格斯再次肯定公

社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 

——捷编自何俊志《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有关论述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巴黎公社体现的政治原则。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巴黎公社在世界民主进程中的伟大意义。 

【答案】（1） 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

对公社负责；主张人人平等。 

（2） 意义∶否定了资产本主义代议制，创立了新的民主组织原则；建立了新型的工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一次伟大尝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借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解析】 

【详解】（1）“政治原则”，根据材料信息“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

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

法机关”、“从公社委员，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的”、“一切公务

人员，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分别概括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立法权与行政权合

一、主张人人平等、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等。  

（2）“意义”，根据材料信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高度评价，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

基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否定了资产本主义代议制、创立了新的民主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

伟大尝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借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等角度分析。 

1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

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

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

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

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摘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

表述清晰。） 

【答案】示例∶  

观点∶应辩证地看待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 

论证∶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对外国侵略有一定抵制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

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洋务运动是由封建官僚为主体发起的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对民族

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未完成自强、求富的任务。 

结论∶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洋务运动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

要动力。 

（其它观点，如∶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 -种进步力量，但发展微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是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等，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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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取材料中的观点，观点必须

明确；然后，依据所学知识对该观点进行评析，要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最后，得出的结论不



    

能重复材料中观点。“观点”，依据材料信息“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

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 得出：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一种进步力量，

但发展微弱；由材料信息“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得

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材料信息“笼统地说洋务运

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并结合所学知

识得出：应辩证地看待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等。“论证”，如果论证“应辩证地看待洋务

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则需依据所学知识从洋务运动的双重作用角度分析论证。“结论”，

依据所学知识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洋务运动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

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角度说明即可。 

2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下表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史实 

时间 史实 

汉朝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到达了波斯湾。大秦王安敦派使臣来

东汉。 

魏晋南北朝时

期 

226年，大秦商人来到建业，西晋初年又派使者来到中国波斯、大月氏朝时期

的商人、使者不断来华。445年，波斯王朝遣使来华佛教传入并不断发展，印度等

国的僧侣来华传教。日本、朝鲜多次派使者来华 

唐朝 
日本、朝鲜派遣唐使、留学生来唐朝。玄奘西游，鉴真东渡日本，日本高僧空

海长安求法。西亚商人在广州、泉州定居。 

宋 

高丽政府遣使到宋朝搜求书籍。日僧寂昭、元灯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明宋州

城出现多处“波斯馆”“清真寺”印刷术外传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

欧洲。广州、泉州城内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 

元朝 

元初，高丽从中国购经籍一万多卷。元朝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元朝

繁，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 220余人 1 299 年，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

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马可·波罗来华 

明 

郑和下西洋，到达亚非各国。华侨开发南洋地区戚继光抗倭，援助朝鲜明抗击

日本。利玛窦来华传教，徐光启翻译了利玛窦带来的科学著作中国 

人民反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入侵。政府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贸易。 



    

清（1840年前） 

郑成功收复台湾，来华的传教士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等介绍到中国也向年

前）本国广泛的介绍中国社会状况，中国人民抗击沙俄、英国、法国的入侵。 

仅留广州作为贸易出口。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任选一个角度，评述古代中国

的
对外交流。（要求：写明角度，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答案】示例 1∶ 

角度∶中国对外交流的内容。 

评述∶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内容多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政治∶如大秦王安敦派使臣来东

汉；日本、朝鲜派遣唐使、留学生来唐朝；唐朝派使者到天竺；郑和下西洋等。经济∶如我国历史上各个

时期同亚洲、非洲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越南传人的占城稻，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烟草等作

物传入我国等。文化∶如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徐光启翻译了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科学著作；中国的四大

发明传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等。 

总之，中外交流内容丰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示例 2∶ 

角度∶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趋势。 

评述∶从汉到元，总体来看，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统治者大都采取开明的对外政

策。如唐宋政府重视中外交流，支持海外贸易，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明清时期，面对西方殖民扩张，

厉行“海禁”， 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阻碍了中外交流，使我国逐步落后于西方。 

总之，古代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这既是本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 

（其它角度，如∶中国对外交流的路线∶中国对外交流的途径等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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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取一个角度，角度要明确；

然后，依据所学知识对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进行评述，要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角度”，依据表格信息

可从中国对外交流的内容、路线、途径以及对外政策的变化等角度分析。如果选择“古代对外政策的变化”，

“评析”，则从汉到元采取开明的对外政策，如唐宋政府重视中外交流，支持海外贸易，扩大了中华文明

的影响；明清时期厉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阻碍了中外交流，使

我国逐步落后于西方等角度分析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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