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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一中、如皋中学、宿迁中学 2020 届三校联合考试 

高三历史试题 

试卷满分 120 分  考试时间 100 分钟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题，每题 3分，共计 6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礼记·礼运》认为，在“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大同”之世后，社会进入“小康”之世，其基本特

点有“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大人世及以为礼”。以下符合“小康”之世特征是 

A. 采取禅让制度 B. 中央高度集权 C. 实行血缘政治 D. 推行土地私有 

【答案】C 

【解析】 

【详解】材料“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的体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大人

世及以为礼”是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的世袭制的体现，说明“小康”之世实行血缘政治，故排除 A，C 符

合题意；三代时期是土地国有制，尚无法实现高度集权，故 BD 不符合题意。 

2.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

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祭祀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宋代祭祀

礼仪的上述变化主要归因于 

A. 理学正统地位确立 

B. 科举制度不断成熟 

C. 文化氛围相对宽松 

D. 商品经济相对发达 

【答案】B 

【解析】 

【详解】据所学可知，宋朝科举制的发展为庶民参政提供了更广阔的渠道，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从

此之后，贵族与庶民两大阶级的界限逐渐模糊。这种政治变化影响到了国家的文化环境。材料中祭祀礼仪

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特点，B 正确；理学强调慎终追远，材料反映祭祖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变成不同阶层共享

的文化权利，与理学的发展无关，A错误；文化氛围相对宽松，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这种“融合”现象无必

然联系，C错误；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与祭祖礼仪的变化无关，D错误。 

3.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谈到明朝与日本的贸易时说：“和中国的往来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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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掠夺沿海居民。倭寇和北欧古代的海盗船，以及英国中世纪末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该材料

可证明 

A. 日本与欧洲勾结共同掠夺中国 

B. 明朝与日本贸易情况复杂多样 

C.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有其合理性 

D. 明朝海禁导致日本海盗的盛行 

【答案】C 

【解析】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认为明代的“倭寇和北欧古代的海盗船，以及英国中世纪末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都

是侵略掠夺，由此可证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有其合理性，故 C 项正确；A 项不符合史实，故错误；B 项不是

材料的主旨，故错误；D 项不符合史实。 

点睛：本题解题的关键是简化材料信息。本题材料信息可简化为：明代的倭寇和西方的海盗都是侵略掠夺

行为。由此判定答案。 

4.杜甫在唐代社会地位不高，但在宋代文人中备受尊崇，大批文人学士从思想艺术上学习杜甫。王安石《杜

甫画像》中曰：“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

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 

A. 宋代文人对唐诗艺术执着追求 B. 文学艺术发展呈现世俗化趋势 

C. 宋代文化多元化发展受到抑制 D. 杜甫品质才学契合了理学精神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体现的是杜甫兼济天下的情怀。杜甫的这种品质

才学和理学对高尚人格塑造的追求相契合，因此在宋朝受到追捧，D 选项符合题意；仅从杜甫艺人是无法得

出宋代文人对唐诗艺术执着追求的，A 选项排除；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文学，文学艺术世俗化趋势的说

法与材料无关，B 选项排除；宋朝的文化相对单一，多元化发展的说法不符合史实，C 选项排除。 

5.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文的前言中说：“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

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

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下列说法中与钱穆先生这段话观点最接近的是（ ） 

A. 历史认识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人 B. 历史与现实是相互影响的 

C. 后人对历史的认识一定高过前人 D. 历史认识应还原到历史时空中去 



 

汇聚名校名师，奉献精品资源，打造不一样的教育！ 3 

【答案】D 

【解析】 

【分析】 

材料“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表明历史认识不能仅仅从现实出发，故 A项错误；

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影响，材料没有涉及到，故 B 项错误；后人对历史的认识一定高过前人，材料没有涉

及到，故 C 项错误；“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表明历史认识不能仅仅从现实出

发，要把历史认识还原到原有的历史情境中去，故 D项正确。 

【详解】 

请在此输入详解！ 

6.清代定制，官员任命由军机处等机构简选，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简放。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不仅司道

以下官员的任命，皆由督抚奏定，而且邻省督抚的任命，有时也要征求有力督抚的意见。1900年 6月，面

对义和团运动，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这些变化表明 

A. 君主专制局面发生改变 B. 统治危机冲击中央集权 

C. 清政府已无力控制地方 D. 地方政府掌握了行政权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督抚对任命官员权力的控制，说明督抚此时的权力较大，威胁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其中东南互保协议的出台，体现的是地方督抚公然对抗中央，因此 B 选项符合题意；晚清

时期君主专制的局面并未发生变化，A 选项排除；清政府无力控制地方的说法不符合史实，C 选项排除；地

方政府本身就具有行政权，D 选项与材料无关，排除。 

7.下表为咸丰帝（1851-1861年在位）初年户部银库数量。（银数单位：万两） 

年份 库存银数 新收银数 支出银数 实存银数 

咸丰元年 844.0962 850.8529 956.9910 737.9581 

咸丰二年 737.9581 836.1837 1032.6172  

咸丰三年  475.3397 847.1746 169.6897 

 

导致表中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农民起义的发展 B. 偿还鸦片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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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政府投资设厂 D. 小农经济逐渐解体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清朝末年的政府财政状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19 世纪 50 年代前期，户部库存银数、

新收银数和实存银数不断减少，而支出银数数目较大。结合所学，1851 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急忙

从各地调集重兵镇压，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这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而库存、新收、实存银数

减少，故 A 项符合题意；1851--1853 年清政府没有急需偿还的债务，故 B 项不符合题意；政府投资开办工

厂属于洋务运动的举措，洋务运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时间不符，故 C 项不符合题意；表格说明

清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增多，并不涉及小农经济的解体，故 D 项不符合题意。 

8.《流离图》是画家丰子恺于民国时期创作的。（图中文字：豺狼入中原，万人皆失所。但得除民害，不惜

流离苦。廿七年四月，子恺）该画充分体现出 

 

A.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B. 内战爆发、民族危亡的伤感情怀 

C.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D.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中的“民国廿七年四月”可知这一时期的公元纪年是 1948 年。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此时

的中国国内处于国共内战时期，因此《流离图》表达的是内战爆发、民族危亡的伤感情怀，B 选项符合题意；

材料与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和必胜的信念无关，ACD 选项排除。 

9.“学生、平民和城市精英„„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的被迫撤退，造成‘心理统一’的强大压力，并加强

了过去联系微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认同感”。这种“心理统一”和“认同感”促成了 

A. 国民革命的兴起 

B. 土地革命的开展 

C. 抗日战争的胜利 

D. 战略反攻

的
开始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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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试题分析：“心理统一”和“认同感”加强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团结，共同致力于抗日战争，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故选 C。材料说的是抗日战争，AB 项错误。战略反攻发生在解放战争的 1947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考点：抗日战争 

点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海的内迁，也加强了各个地区阶层的相

互的了解，促进了抗战的胜利。与此相关的知识点还有抗日战争中国存在两个战场、两个抗战路线，体现

了不同的指导思想。此外，抗日战争的意义也需要掌握。 

10.下图为 1946年的时政漫画，图中英文为“MadeinUSA”。该漫画作者意在 

 

 

A. 嘲讽美国帮国民党打内战必将失败 

B. 揭露中美不平等贸易关系的危害性 

C. 抨击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危及民族工业 

D. 说明美货涌入打击了日货的垄断地位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商约”，“Made in USA”，1946 年等信息，可知这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漫

画中高大傲慢的美国人在与被美国货压得奄奄一息的中国人握手，这说明这一条约看似友好通商的条约，

实际上是极端不平等，故选 B 项。漫画并没有涉及内战这一主题，故排除 A 项。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主要是

指乱发纸币，材料看不出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故排除 C项。1946年，日本已经战败，故排除 D项。 

11.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改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以避免同国家权力机关所通过的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的“法”和“条

例”相混淆。这反映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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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民政协的职能面临转变 B.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出现曲折 

C. 爱国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D.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在代行人大职权，

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调整体现的是人民政协的职能面临转变，A 选项符合题意；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出现曲折是在 1966 年——1976 年的文革时期，B 选项排除；爱国统一战线在 1954 年之前就

已经形成，C 选项排除；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是在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后，D 选项排除。 

12.1979年 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吉布尼等人时，明确表示：“市场经

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

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

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材料说明 

A. 中美建交促成我国经济战略的变化 

B. 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C. 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D.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该理论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故 C 项符合题意。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中美建交属于外交成就，不可能使我国经济

战略发生变化，故排除 A。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 1956 年，

故排除 B。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 1992 年，故排除 D。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由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之后经过 2006年、

2015年两次修订。这表明 

A. 我国建立比较完整国民教育体系 

B.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C. 教育立法保障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D. 科教兴国战略得到很好贯彻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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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故 C 项正确；仅仅凭材料

信息不能说明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故 A 项错误；材料也无法体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

形成，故 B 项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不能体现“科教兴国”战略得到很好贯彻，故 D 项错

误。故选 C。 

14.雅典和罗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杰出代表，对后来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影响深远。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称：“这

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希腊人）„„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在法庭上比我们更加雄

辩„„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

对材料理解最恰当的是 

A.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治成果 

B. 希腊人比罗马人有更突出的艺术和哲学成就 

C.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注重于司法的程序 

D.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擅长运用政治权威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希腊人）„„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在法

庭上比我们更加雄辩”体现的是对希腊民主政治的赞美；材料“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

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体现的是对罗马法的赞美，因此材料体现的是希

腊人和罗马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治成果，A 选项符合题意；材料强调的是对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的赞

美，未涉及艺术和哲学成就的比较，B 选项排除；材料未涉及司法程序的比较，C 选项排除；材料中的“权

威”主要指的是罗马法的权威，D 选项排除。 

15.沃尔特•巴奇霍特在《英国宪政》中说：“英国政体

的
有效秘密在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紧密结合„„

其连接点就是内阁，内阁本属行政机构，但在职能上亦属立法机构，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密切结合和近乎

一体的配合。”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英国议会逐渐丧失立法权 B. 行政权和立法权通过内阁有效结合 

C. 内阁权力凌驾于议会之上 D. 英国政治权力的基本架构混乱不淸 

【答案】B 

【解析】 

【详解】由材料可知英国政体行政权与立法权紧密结合的连接点是内阁，可以说行政权与立法权通过内阁



 

汇聚名校名师，奉献精品资源，打造不一样的教育！ 8 

有效结合，B 选项符合题意；在英国君主立宪制下，英国的议会拥有立法权，A 选项排除；内阁对议会负责，

C 选项排除；在君主立宪制下，国王、议会和内阁各有分工，因此英国的政治的基本架构清晰，D 选项排除。 

16.1880年—1914年间，美国增长率在 6倍以上的 20个行业中，13个是新兴部门。这些新兴部门的产值增

长 17.6倍，相当于整个制造业增长率的 4倍。如 1903年成立的福特汽车公司，由于推行新的科学装配线，

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汽车基价由 1910年 950美元下降到 290美元，迅速得到普及。材料表明 

A. 美国成为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中心 

B. 大企业在新科技运用中占主要地位 

C. 科学影响人类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 

D. 科学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和企业布局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1880 年-1914 年间”可知，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依据材料“由于推行新的科学

装配线，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汽车基价由 1910年 950美元下降到 290美元，迅速得到普及”可以看出，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将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促进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故 C 正确；材料信息无法

从得出美国成为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中心，排除 A；B不是材料主旨，排除；材料没有体现产业结构和企业

布局的变化，排除 D。 

17.卢梭认为“道德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外在的优雅得体虽使人们不再有不体面的罪恶，但“另外的罪

恶却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科学进步可能加剧不平等，“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科学理性和艺术臻于

完美而越发腐败的”。他的这一观点 

A. 符合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知 

B. 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本质 

C. 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主张 

D. 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补充 

【答案】D 

【解析】 

【详解】当时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学术界的普遍认知仍然以理性主义为主，排除 A；材料没有将反思目标

针对资产阶级，未涉及资产阶级的本质，排除 B；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但卢梭的反思不能说明他背

叛了启蒙运动核心主张，排除 C；由材料“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科学理性和艺术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

结合所学，可知，材料反映了卢梭批判了理性主义导致的一些弊端，体现了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补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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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D。 

18.下表是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对几个重要案件的判决结果。这些判决结果表明 

时间 案件 判决结果 

1935年 5月 
国家复兴管理局指控谢克特家禽公司违反鸡肉生

产行业制定的规则 
国家复兴管理局违宪 

1936年 1月 美国（联邦政府）诉巴特勒违反农业调整法 
农业调整法是国会立法权对地方经济

活动的违宪性使用 

1936年 6月 企业主诉纽约州建立妇女和童工最低工资制 纽约州无权制定最低工资制法案 

 

 

A. 美国的司法体制较为落后 

B. 新政最大阻力来自联邦法院 

C. 罗斯福新政冲击了旧秩序 

D. 三权分立体制制约美国发展 

【答案】C 

【解析】 

【详解】材料反映的是罗斯福新政，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权力有所扩大，对

原有经济和政治秩序都造成了重大影响，故 C 正确；材料反映分权与制衡的美国政治的特点，联邦法院否

决政府、国会及地方州的新政法案和措施，正是对原有秩序的维护，并非美国的司法体制较为落后，也不

能说明新政最大阻力来自联邦法院、三权分立体制制约美国发展，排除 ABD。 

19.以下四幅为近代以来德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版图，其中，“滞胀”现象开始出现于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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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滞胀”现象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B 项是二战后在分区占领的基础上，

1948 年英法美三国控制的区域和苏联控制的区域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一直 1990 年两德完成统一，B 选

项符合题意；A 选项是 1871—1918 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排除；C 选项是二战后形成的四国对德国分区占

领，到 1948 年形成两德，排除；D 选项是东欧剧变后，1990 年重新完成统一的，排除。 

20.“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它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

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它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

度。”下列作品中与材料评价相符合的是 

 

A. 《巴黎圣母院》 B. 《安娜卡列尼娜》 C. 《人间喜剧》 D. 《等待戈多》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可知，材料反映的是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和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A 选项属

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符合题意；BC 选项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排除；D 选项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排除。 

二、 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 题，满分 60分 

2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明清两朝不仅与亚洲各国，而且与欧美一些国家也发生了贸易联系，其海上贸易可谓全球化

了。如 1758～1767年的 10年间，贸易总值为 288045650（两），而 1828～1837年的 10年间增至 784864050

（两）。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总的趋势是内向保守的，以禁为主，但对外贸易从未间断，有的时期还出

现了重大发展。据统计，1764年，欧美诸国对华海上贸易总值为白银 5545847两，1805年达 2351710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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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间增长了 3．2倍，中国对外贸易常处于出超地位。 

    ——摘编自易能武《明清时期中西对外贸易比较》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

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

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 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

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材料三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出口总额由 1978年的 206．4亿美

元增加到 2007年的 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 97．5亿美元增加到 12180．1亿美元，进口额由 108．9

亿美元增加到 9558．2亿美元；1978～200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17．4%，远远高

于同期世界贸易 6%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 18．1%，进口年均增长速度为 16．7%，

尤其是 2001年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阶段，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25%以上。 

    ——摘编自李坤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并分析其主要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1978 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答案】（1）贸易特征：数量大、范围广，对外贸易空前发展；贸易政策呈现保守趋势；中外贸易中，中

国居主导地位，以出超为主；以朝贡贸易为主。 

（2）特点：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动性增强；贸易不断扩大；进口产品以工业品为主；中国

出口商品主要为农副产品，科技含量低。 

成因：英国工业革命

的
深入开展；中国市场的逐渐开放；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 

（3）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和世贸组织的保障。 

【解析】 

【详解】根据“明清两朝不仅与亚洲各国，而且与欧美一些国家也发生了贸易联系”、“明清时期的对外贸

易政策总的趋势是内向保守的，以禁为主，但对外贸易从未间断，有的时期还出现了重大发展”、“中国对外

贸易常处于出超地位”等内容可从贸易数量、范围、政策、贸易中的地位和贸易方式等方面总结特征。 

（2）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

茶叶等农副产品”等内容可知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主要从中国卷入世界市场、被动性增强、贸易

扩大、贸易的内容等方面总结。成因结合所学从中英两国的经济特点以及中国市场逐渐开放等角度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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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3）综合材料三中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并结合所学可知，1978 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的原因主要与中国改革开放、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以及世贸组织的保障有关。 

22.习总书记强调当今中国应“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同时尊重世界上所有先进文化，为人类文明进

步不断做出贡献”。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

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

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

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

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材料二 美国史学家戴福士认为,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

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 17 世纪的基督教到 19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

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是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

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 19世纪和 20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

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 

——摘编自张晨怡《中国近代文化十二讲》 

完成下列要求： 

（1）概括材料一的主要观点。 

（2）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变化”这一主题提出观点并论述（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字左右）。 

【答案】（1）观点：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推动文化建设。 

（2）论题：近代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戴福士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中国

化的发展特焦。例如，资产阶级维新派“托古改制”，借助儒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

主义传人中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逐步中国化，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思想成果。总之，

19-20 世纪，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既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又推动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解析】 

【详解】（1）观点：根据材料“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

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即可归纳出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根据材料“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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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可归纳出在民族文化的沃土

上推动文化建设。 

（2）通过仔细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不难发现本题是一道开放性问题可以进行开放性回答，例如，在做

题时可以抓住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继承进行的“大强化”，强调的是外来文化

的“中国化”即外来文化被中国文化同化的意思，然后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等具体史

实分析即可。 

23.香港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在孙中山眼里，香港是一种矛盾交织、角色交叉、文化交汇的多重映象。香港既是中国内地走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车之鉴，又是中国内地地方治理的他山之石；既有欧美制度的暴风骤雨，又有

中国文化的无声润物。  

——摘编自陈鸿惠《孙中山论香港问题的三个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话时就对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作了说明，同时也表明不会永

远不动香港。他说，“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

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

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

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 8卷 

材料三  解决香港问题，采取和平方式实现多方互赢。要和平解决，就要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有关

各方的利益，中国要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同时也要使这一过程有利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

于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也要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

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处理好大陆和香港、中国与英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摘编自李涛《香港问题的处理对调处现实矛盾的启示》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认为香港具有哪两重性质。 

（2）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主席对香港问题的基本观点。 

（3）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影响香港问题解决的因素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 

【答案】（1）性质：是欧美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观点：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维护中国主权；利用香港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3）因素：对国情的尊重、综合国力的提高、一国两制的优势、民族认同感、邓小平的科学决策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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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

境；标志着中国在完成统一大业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解析】 

【详解】（1）性质：根据材料“既有欧美制度的暴风骤雨，又有中国文化的无声润物”进行归纳即可。 

（2）观点：根据材料“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

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即可归纳出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维护中国主权；根据材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

不利”即可归纳出利用香港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3）因素：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香港回归中国的有力因素需要从综合国力、制度优势、伟人的决策、民族

认同感和对国情的充分认识等方面进行分析即可。意义：关于香港回归的意义需要从维护香港的稳定、促

进国家统一、促进现代化建设及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即可。 

24.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  据黄爵滋奏疏：“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

一年至十四年（1831～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编者注：即 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

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材料三 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主要货币的白银发生了两次持续时间长、流动数量大的外流现象。第二次

发生在……来自（美国）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提出了意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后，其所造成的

国际银价飞涨给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两次白银外流的比照》  

材料四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

贬值，动荡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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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吴于厪、齐世荣《世界史》整理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15～18世纪世界白银流向的主要地点，简析这种流向形成的主要原

因。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材料三中两次白银外流的主要国际背景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3）材料四中美元的中心地位在二战后是如何确立的？有何影响？ 

【答案】（1）流向一：白银由美洲流向欧洲，主要和新航路开辟及早期殖民扩张有关；流向二：流向亚洲，

主要是中国。原因：明清时期工商业较为发达，丝、茶、瓷器等商品享誉国际市场；新航路的开辟促进欧

亚的经济联系。 

（2）鸦片战争时期的白银外流，主要和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对外侵略扩张有关，为此清政府进行可禁烟运

动；20 世纪 30 年代的白银外流主要和经济大危机有关，为此民国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 

（3）美元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确立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地位，一定程度

上稳定了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体现了世界经济的体制化、制度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趋势。 

【解析】 

【详解】（1）根据世界白银流向示意图可知白银主要流向欧洲和亚洲，其中流向欧洲的原因需要从新航路

开辟和殖民扩张的角度进行即可；流向亚洲需要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及新航路开辟的角度进行分析即

可。 

（2）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鸦片战争时期的白银外流主要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不法商人向中国走

私鸦片导致的，为此清政府进行了禁烟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的白银外流主要经济大危机有关，为此国民政

府进行了币值改革。 

（3）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美元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需要

从确立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稳定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制度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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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世纪 6、70年代以来，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使得西欧外交出现新的变化，

并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1958年 10月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认为提升法国影响力首先要改善法德关系，欧洲面临着

直接或间接威胁，要使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保持和平、发展和自信，关键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欧洲共同

体，其轴心应是法德合作。1959 年开始，法国逐步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0年法国成功爆炸第一

颗原子弹后，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法国将核力量交给北约组织，并由美国承担保护法国责任，遭到戴高乐

拒绝。1964年，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使得法国成为能同时与中、美、苏三大国直接对话唯一的西方

大国。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苏，迈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第一步。 

材料二  冷战开始后，西德政府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尽快完成对东德的统一。而到 1969

年 10月勃兰特总理时期，外交上则推出“新东方政策”。1970年 3月，勃兰特访问东德，提出处理两德关

系的原则，即两国有义务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互不为外国。和平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不得诉诸武

力去改变另一方的社会结构。着重加强两国在经济发展、专业技术领域的合作。尊重美、苏、英、法四国

对整个德国和柏林的现有权力和责任，支持四国为改善柏林及周边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8月、12月，勃

兰特政府又先后与苏联、波兰签订了尊重领土与边界，维持现状和维护国际和平的条约。 

——上述两则材料均摘编自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归纳“戴高乐主义”的主要目标。 

（2）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 20世纪 6、70年代西德的“新东方政策”与 50年代初西德处理两德关系

政策的异同点。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戴高乐主义”与“新东方政策”的共同影响。 

【答案】（1）目标：重振法国大国地位；注重法德关系的发展；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2）同：都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都承认两极格局下的国际政治结构。 

异：50年代初强调对立与斗争，6、70年代强调和平与合作；50年代初以政治领域为主，6、70年代加强

经济领域合作；50年代初政策受制于美国，6、70年代政策自主性增强。 

（3）影响：提升西欧国际地位；推动欧洲局势缓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摆脱美国控制，推动多极化的

发展。 

【解析】 

【详解】（1）由材料“认为提升法国影响力”，可得出重振法国大国地位；由材料“轴心应是法德合作”，

可得出注重法德关系

的
发展；由材料“关键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欧洲共同体”，可得出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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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材料“美国承担保护法国责任，遭到戴高乐拒绝”，可得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2）关于“同”，由材料“尽快完成对东德的统一”、“有义务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可得出强调德

意志民族的统一；由材料“在美国的支持下”、“两国有义务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可得出都承认两

极格局下的国际政治结构。关于“不同”，50 年代初，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冷战下对立与斗

争，以政治领域为主，；由材料“1969 年 10 月勃兰特总理时期……和平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着重加

强两国在经济发展”，可得出 6、70 年代强调和平与经济领域合作；由材料“冷战开始后，西德政府相信

自己有能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勃兰特政府又先后与苏联、波兰签订了尊重领土与边界，维持现状和维护

国际和平的条约”说明 50 年代初政策受制于美国，但 6、70 年代政策自主性增强。  

（3）“戴高乐主义”和“新东方政策”促进法德和解和西楼走向联合，整体发展以提升西欧国际地位；西

欧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既缓和了欧洲局势，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西欧的发展，

有利于摆脱美国控制，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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