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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历史高考备考-新冠病毒相关高考考点及预测考题  

 

   搜集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知识点涉及到疫情的高考考点及考题预测，供

考生学习参考。 

 

【考点预测】 
1、中国古代疫病防治 
【背景】 
(1) 处于由盛转衰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 
(2) 小农经济占主导 
(3) 战争频发，气候异常，新型传染病增多，疫病大规模爆发 
(4) 思想观念落后、愚昧 
(5) 医学家深入研究 
【特点】 
(1) 总说① 发现传染现象较晚② 受宗教影响，有一定迷信色彩③ 科学性

与迷信交织④ 受道德影响明显 
(2) 阶段特征（历史沿革）① 汉代至隋代，瘟病学说以内科理论为基础② 宋

元以来，瘟病与伤寒从论症和治法等方面区分开来③ 明清时期，瘟病学说逐渐形

成体系 
(3) 积极① 由临时性到常态化、制度化②  由以民促官到政府主动介入

③ 中央政府由缺位到主导④ 由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到日益重视科学防治 
(4) 消极① 政府应对消极② 防疫重点主要集中在灾后赈济救助③ 防疫措

施呈零散性、偶然性④ 防疫措施迷信色彩深厚 
【影响】 
(1) 积极① 一定程度上防控了疫情，缓和了社会矛盾② 扩大了儒家思想在

民间的影响，增强了道德约束力③ 一定程度上推动防疫措施的普及④ 推动了早

期公益事业的产生 
(2) 消极① 迷信使人们长期以来无法科学认识传染现象② 导致疫病蔓延，

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动荡 
【措施】 
(1) 政府减免税收，发放钱赈济灾民 
(2) 针对疫病施医送药，采取隔离措施避免疫情扩散 
(3) 斋戒祈祷趋避疫病 
(4) 民间医生与儒生救助灾民 2、中国近代疫病防治 
【背景】 
(1) 政府措施得力且应对方法科学有效 
(2) 吸取国外先进科技并有创新突破 
(3) 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积极配合 
(4) 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人口大量涌入，医疗设施落后 
(5) 文化保守势力强大，固有观念阻碍防疫工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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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始仍然使用传统方法治疗，未进行隔离（反面） 
(2) 制定一系列疫时社会制度 
(3) 组建各级防疫组织 
(4) 颁布各种防疫法规 
【影响】 
(1) 促进中国防疫事业近代化 
(2) 促进卫生制度化和政治化，加快卫生事业近代化进程 
(3) 收回了部分检疫权，对日后恢复中国对东北行使主权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4) 促进了卫生知识在民众中传播，提高公民卫生意识 
(5) 促进民族觉醒，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发展和近代化进程 
(6) 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发展 
(7) 推动医疗技术进步，促进近代医疗卫生体系建立 3、世界近代的疫病防治  
【背景】 
(1) 封建王权的发展，民族国家形成，中央集权加强 
(2)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 
(4) 人文主义的发展 
(5) 宗教观念的影响 
正面： 
(1) 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2) 现代科技的进步 
(3) 教育的普及 
(4) 人们卫生观念的加强 
(5) 世界性卫生协调组织的成立 
反面： 
(1) 政府忽视公共卫生事业（各国政府间缺少合作并且防治措施乏力） 
(2) 世界市场的形成 
(3) 城市化加深，人类居住密集 
(4) 医疗技术和卫生知识相对落后 
(5) 民众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和对鼠疫的恐慌心理 
(6) 战争加剧传染病的蔓延 
【措施】 
(1) 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2) 周密部署，构建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3) 防疫工作制度化 
(4) 防疫措施科学、进步 
【特点】 
(1) 波及范围广 
(2) 持续时间长并多次出现反复 
(3) 死亡率高 
(4) 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 
【影响】 
(1) 推动医疗技术进步，促进近代医疗卫生体系建立，为疫病消退奠定了基础 



公众号【高中历史教学】出品，欢迎关注 

更多资源分享，请关注公众号【高中历史教学】 
 

(2) 促进城市化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3) 动摇了天主教

会的绝对权威，客观上有利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4) 促进了近代欧洲医学理念和实践的变革 
(5) 提高公民卫生意识 
【考题预测】 
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580 年、1639 年出现两

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

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

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

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

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

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 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 7 个月

时间，就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

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材料二：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

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

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

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

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

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

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

制度基础。1572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

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

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 世

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等 
(1)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9 分） 
  
(2)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

其影响。（16 分） 
  
【答案】(1) 特点① 明朝（4 分，任意两点即可，每点 2 分）1) 政府应对

消极 2) 防疫重点主要集中在灾后赈济救助方面 3) 防疫措施呈零散性、偶然性特

征 4) 防疫措施迷信色彩深厚② 英国（5 分，任意三点即可）1) 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 2) 周密部署，构建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3) 防疫工作制度化 4) 防疫

措施科学、进步(1) 背景① 明朝（6 分，任意三点即可，每点 2 分）1) 明朝正

处于由盛转衰的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 2) 小农经济占主导 3) 思想观念落后、

愚昧② 英国（6 分，任意三点即可，每点 2 分）1) 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的

加强 2)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 自然科学兴起 4) 人文主义的发展影响① 明

朝（2 分）导致疫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动荡，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② 英国（2 分，任意两点即可，每点 1 分）1) 为鼠疫从英国消退奠定了基础 2) 有

利于都铎王朝统治的持久稳固 3) 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 



公众号【高中历史教学】出品，欢迎关注 

更多资源分享，请关注公众号【高中历史教学】 
 

 

 

2、【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一：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

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

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

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英国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

设……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至 17 世纪

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

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

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

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

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广告

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

子弟日肆习之。”——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及其背景。（8

分） 
  
(2)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晚清卫生观念的传播对近代化的积极作用。

（7 分） 
  
【答案】(1) 特点（4 分）① 政府重视（积极应对）② 防疫工作制度化③ 构

建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背景（4 分）① 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的加强② 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③ 自然科学兴起④ 人文主义的发展(2) 积极作用（7 分）

① 推动了民族觉醒② 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③ 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

（近代化进程）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 276 年间曾 37 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

年）之后，尤以万历、崇祯两朝为甚。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

生，尤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

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赈济直接救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

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染病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

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朝时对疫

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

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

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有识

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

施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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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14 至 17 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 20 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

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

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

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

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

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

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

到了 16 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

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 14—17 世

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山西地区防治疫情的措施和作用。 
  
(2)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 14—17 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

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答案】(1) 措施（12 分）① 政府减免税收② 发放钱赈济灾民③ 针对疫

病施医送药④ 采取隔离措施避免疫情扩散⑤ 斋戒祈祷趋避疫病⑥ 民间医生与

儒生救助灾民作用（2 分）① 一定程度防控了疫情，缓和社会矛盾② 扩大了儒家

思想在民间的影响(2) 背景（8 分）① 宗教观念的影响② 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

③ 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④ 封建王权的发展意义（3 分）① 促进城市化发展

② 提高公民卫生意识③ 推动医疗技术进步，促进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