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中国近代思想史 

第 1关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 

1．（2020.1·浙江高考·8）洋务派巨擘左宗棠主持重刻《海国图志》，在该书序中慨言：百
余年来，中国“水陆战备少弛”，英吉利“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廿余载，事局如故”，“然
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一认
识反映了 
A．左宗棠、魏源顺乎世界之潮流迈出变法第一步 B．“师夷长技以制之”是洋务派自强之道
的思想先导 
C．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的变化 D．以“中体西用”寻求变革，解
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2．（2020·山东高考·6）1873 年，华蘅芳等人翻译的《地学浅释》把英国学者赖尔的地

质学理论介绍到中国。赖尔认为，地质的进化过程，不是由超自然力量或者巨大灾变造
成的，而是由自然力量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在当时受到中国进步思想
家的欢迎，是因为它 
A．对自然演进规律进行了科学阐释        B．传播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C．与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共鸣            D．动摇了恪守祖训的陈旧观念 
3．（2020·全国Ⅰ卷高考·28）1876 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互

相问答”栏目，其中大多问题是从读者的兴趣、关注点出发的。各类问题所占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栏目各类问题所占比例 

应用科学、各种技术 自然常识 基础科学 奇异和其他问题 

42．5% 22．8% 17．5% 17．2% 

据此可知，当时 
    A．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受到了抑制     B．中外交汇促进维新思想深入发展 
    C．西学传播适应了兴办实业的需求     D．崇尚科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 
4．（2019.4·浙江·8）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他山之石”的作用。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

驱者编译书报、编辑书籍以了解外部世界，其中主要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是 
A．《四洲志》  B．《海国图志》     C．《番客篇》  D．《华事夷言》 

5．（2019·海南·7）1863 年，有官员上奏清廷：“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
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
据此可知，该官员 

A．主张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 B．认为西方长技值得学习 C．敦促清政府学习日本政体  D．意
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 
6．（2019·江苏·6）清末，江苏某师范学校的校歌唱道：“经义治事，安定（北宋教育家胡

安定）遗风，体用贵兼通。旧学沉沦，新知潮涌，两端执乎中。”歌词体现的理念是 
A．全面复兴旧学   B．排斥西方新学   C．新学消解旧学   D．崇尚中体西用 

7.（2019·天津·6）据革命老人吴玉章回忆，1903年他在日本曾读过宣传社会主义的 
书籍，“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 
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反映了 
A．社会主义理论尚未成熟              B．社会主义制度已成为青年追求目标 
C．中国革命理论已经形成              D．先进理论付诸实践要适应时代要求 

8．（2018·天津·6）据学者研究，晚清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其中翻译多于创作，
翻译的数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但 1840～1899年中国翻译的外国小说仅 7部，这主要是
因为当时 
A．闭关锁国状态刚刚被打破            B．西方文化的传播遭到顽强抵制 
C．国人更关注西学中的器物与制度      D．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强大影响力 

9．（2018·新课标全国Ⅲ·28）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认为不能将
自然的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混为一谈。但严复将该书翻译成《天演论》时，“煞
费苦心”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提出自然界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意在 

A．纠正生物进化论的错误  B．为反清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C．传播“中体西用”思想  D．促
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10．(2017·新课标全国Ⅱ·29)1913年《申报》登载的“艾罗补脑汁”广告称：“欲图一国



之进步，当先使一国之人民精神日旺，思想日新，舍补脑之外另无精神思想也。故善国
者必先得卫生，善谋卫生者必先得谋补脑。”由于广告成功，产品一上市就十分畅销。
这反映出当时 

A．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广泛                B．追求新思想成为社会时尚 
C．改良社会风俗成为国民共识                 D．广告成为推进文明的工具 
11．(2017·北京·15)猜谜语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下表所列谜语出现于晚清，其内

容 

谜面 谜底 

生涯在镜中 照相处 

海军 浜 

成汤国旗 商标 

为他人作寄书邮 达尔文 

唐顺宗传位太子 立宪 

A．折射出民众接触的西方文化元素趋于多样 B．表明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仅停留在器物
层面 
C．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化受到广大民众的冷落 D．可佐证全盘西化观念盛行于大众日常
生活 

12．(2017·天津·4)1821～1850年，清代史籍著述出现重大变化：由校勘古籍转向研究本
朝掌故，寻求经世之道；随着边患加剧，着意边疆地理研究；伴随西方殖民者东来，重
视研究外国史地，译介西方书刊。这种变化主要反映了人们 
A．关注社会现实及世界形势 B．改变了传统治史方法 C．转向对本朝边疆史地研究  D．挣
脱了文字狱的枷锁 

13．(2017·新课标全国Ⅰ·29)1904 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
南沿海 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 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78%，直隶亦有 172人，
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 351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C．清政府鼓励留学的政策发生变化     D．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同 

14．（2016·上海·18）下列选项中体现“中体西用”思想的是 
A．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 B．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
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C．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 
D．吾人承孟荀传统之后，更兼收并蓄西方两派学说，不必借甲以排乙，或借乙以排甲 
15．（2016·新课标全国Ⅲ·29）1903 年，张之洞等拟《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禁止使

用“团体”“膨胀”“舞台”“影响”“组织”“运动”“报告”“观念”等新名词，其根本
目的在于 

A．抵制维新思想的传播   B．保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C．反对向西方学习    D．维护传统
的意识形态 
16．（2016·江苏·8）1897 年 10 月，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方面选择百余种

外国报刊作为稿件来源，另一方面还派员到各地采访，国内偏重于北方各省，国外则设
访员于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华盛顿等处。这表明 

   A．国内无报刊供其选稿               B．维新派要让读者了解国内外大事 
   C．清政府允许自由办报               D．维新思想的传播仅限于北方各省 
17．（2016·新课标全国Ⅲ·28）甲午战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曾赋诗“泱泱哉我中

华„„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
华！”这反映出“诗界革命” 

A．倡导民主革命的思想 B．推动了白话文运动 C．适应了救亡图存的需要 D．成为改良思潮
的开端 



18．（2015·海南·13）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批评当时“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
不若御诸外洋”的海防主张，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魏源的
主张反映了这一时期 
A．海禁思想被远洋开拓思想所取代    B．洋务派开始着手海防建设 
C．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海防模式    D．清朝海军实力远逊于列强 

19．（2015·四川·4）1893 年，驻外公使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写道：“总理衙门大臣萃
毕生之全力以经理交涉事务者，殆鲜其人。或以官高挂名，或以浅尝自喜；或骤出骤入，
听其自然。一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两书之名，尚有色然以惊者。”这主要反映了 

A．中外交涉事务的减少 B．顽固派对洋务的抵制 C．立宪思想传播的困境 D．洋务专业人才
的匮乏 
20．（2015·江苏·7）1876 年，郭嵩焘出使海外期间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

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劝其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言论引
起了士大夫们的谩骂，有人说他是“汉奸”。结果，出使不到两年他就回国了。这说明 

  A．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日趋保守       B．郭嵩焘对西方体制过于推崇 
   C．郭嵩焘的主张超越主流思想         D．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21．（2015·新课标全国Ⅱ·29）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文

经实系伪造。1891 年该书刊印后风行国内，但很快遭到清政府禁毁。这主要是因为该
书旨在 
A．揭露历史真相   B．引介西方理论   C．倡导变法维新   D．颠覆孔孟学说 

22．（2015·海南·21）近代中国在不同时期学习西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之前大
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缘于 
A．对西学认知的程度 B．社会变革进程的需求 C．政府推行西学的力度 D．传统文化

势力的强弱 
23.（2014·北京·16）《海国图志》中出现了一些外来词汇，如“西业”（参议院）、“里勃

里先好司”（众议院）、“勃列西领”（总统）等。结合所学判断，该书 
A．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政治体制       B．对西方政治体制已有所涉及 
C．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代议制度       D．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24．（2014·天津·6）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鸿章在为格致书院所出考题中，曾问到西方
测温、测热、测电的方法，问到西方平弧三角与《周髀算经》的关系，问到西方关于 64
种化学物质在中国语言为何物„„。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 
A．开始开眼看世界   B．坚持“中体西用”C．普遍接受西式教育  D．关注西方科技 

25．（2014·全国新课标卷Ⅱ·28）1892年，维新思想家宋恕提出“欲更官制、设议院、改
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康有为在奏议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易服”。维新派如此重视易服
的主要原因是 
A．改制中易服更易推行 B．意在营造改制的社会氛围 C．中国需改变对外形象  D．长袍
马褂代表了守旧势力 

26．（2014·海南·15）1900～1901 年间，上海地区“言爱国者”，多积极讨论光绪帝之存
废问题，“尚不知革命为何物”。这一现象反映当时 

A．革命派尚未开展救亡运动 B 上海的社会风气相对保守 C废除帝制成为社会的共识  D改
良仍然是社会主流思潮 
27．（2013·安徽）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

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
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这说明 
A康梁意识到启发民智的重要             B戊戌变法没有借鉴外国经验 
C康梁认为变法不能依靠朝廷              D戊戌变法是发自民众的运动 

28．（2013·福建·18）1900年张之洞《劝学篇》出版英译本。英国媒体称，这标志着“长
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
过来”。评论认为《劝学篇》 
A．顺应时代潮流  B．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C．指出中国未来之路  D．主张抛弃孔

夫子中国才能觉醒 
29．（2013·天津·5）“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而仅摭拾

泰西皮毛，„„遂乃自足。”上述言论应当是 
A．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批评  B．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批评 C．洋务派对维新派的批评     D．维



新派对洋务派的批评 
30．（2013·重庆·7）清廷兵部左侍郎王茂荫进呈咸丰皇帝一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

许有可采，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
夷难御而非竟无法可御。”此书很快进入清朝最高决策层的视野，所提出的主张在洋务
运动中付诸实践。该书最有可能是 
A．《四洲志》   B．《海国图志》   C．《天演论》   D．《资政新篇》 

31．（2013·海南·12）魏源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明代税
制）而复两税（唐代税制）。”与这一思想差异最大的是 

   A．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B．祖宗之法不足守 C．变者天下之公理  D．托古改制 
32．（2013·海南·13）1875 年，郭嵩焘奏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

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
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一认识 

A．是中体西用论的具体表述 B．对洋务派思想有所突破 C．反映了顽固派的政治主张 D．奠
定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 

33．（2013·海南）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整个
过程体现了近代中国 

 A．学习西方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不断否定    B．学习西方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C．内忧外患交织促进了学习西方的深化    D．发展资本主义是学习西方的主要目的 
34．（2012·天津··2）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湘报》发表了《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

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来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首诗歌所表达的主要
思想是 
A．提倡维新变法   B．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 C．宣传科学救国      D．劝导国人放弃
天朝观念 

35．（2012·海南·15）某学者曾提及：一群志趣相投者“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
中，冥思枯索，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由于固有之旧思想根深
蒂固，所汲取的西学极为有限，其学说难免支离破碎。文中所说“新学派” 的代表人
物是 
A．林则徐、魏源 B．康有为、梁启超 C．孙中山、章太炎 D．陈独秀、胡适 

36．（2011·全国大纲·14）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有如下评述：“呜呼，可不
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
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
哉！”这表明作者 
A．鼓吹共和制，反对君主制           B．对君主制的反思走在时代前列 
C．已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             D．主张仿效美国发展资本主义 

37．（2011·北京·16）“九州缩地凭挥翰，四海披图当泛槎（木筏）”。这是近代诗人张
维屏对一部著述的称赞。这部著述是 

   A．《海国图志》B．《资政新篇》    C．《变法通议》D．《孔子改制考》 
38．（2011·安徽·13）对中西学的态度是区分近代中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依据之一。下列言

论属于维新派的是 
A．“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B．“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C．“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D．“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  

39．（2010·北京·15）“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
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为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
惠亦得以下逮”。根据材料和所学，判断这段文字的作者是 
A．魏源         B．王韬         C．宋教仁   D．胡适 

40．（2010·辽宁、湖南、宁夏·30）19世纪中期，许多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来自中
国，而在 20世纪初年，大量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如劳动、方针、政策、理论等
迅速传入中国。出现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 
A．中国留学日本人数增多 B．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C．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显著  D．日
本先于中国接触西学 

41.（2010·辽宁、湖南、宁夏·31）1902—1906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只有学生 512 人，



其中举人 62人、贡生 48人、生员 232人、监生 84人。这表明此时 
A．传统教育制度稳定发展 B．新式学堂教育得到普及 C．学生以求取功名为目的 D．教
育制度处于转型时期 

42．（2010·江苏·7）近代史上，顽固派“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的指责主要针对下列
哪位人物的思想主张？ 
A．魏源        B．李鸿章        C．康有为        D．孙中山 

43．（2009·上海·15）下列晚清时期的言论符合这幅漫画主题的是 

 

A．“师夷长技以制夷”               B．“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扶清灭洋”                      D．“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也” 

44．（2009·浙江）一位现代学者在评论一部历史文献时说：“在这里，孔子已经换上了西
装。”这一评论指的是 

A．董仲舒笔下的孔子 B 李贽笔下的孔子 C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笔下的孔子 D新文化运动时
期陈独秀笔下的孔子 
45．（2008·海南·16）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从“中体西

用”的角度论述了科举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这表明他 
A．在戊戌变法初期思想趋于保守          B．认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 
C．在教育改革方面与洋务派观点一致       D．所说的“体”和“用”与洋务派不同 
46．（2007·海南·12）“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虽机警多智，可以

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这段话应该是 
A洋务派抨击维新派的言论 B维新派抨击洋务派的言论 C顽固派抨击洋务派的言论 D维新派
抨击顽固派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