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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高三第二次阶段性测试历史试题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姓名、准考证号、班级填涂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答案按要求填涂在答题

卡上；非选择题的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空格内，答案写在试卷上无效。考试结

束后，交回答题卡。 

3.认真审题，仔细阅读；注意答题规范：字迹工整，分点分行，序号化。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思考如何发展农事生产以满足生存需要时，逐步认识到“天时”的重要性，于是

形成了天象观测的传统。如距今 5300 年的青台遗址遗存中，指导农业的“斗柄授时”证明当时已观测出

“北斗”天象。这表明我国原始农业（    ） 

A. 呈现出精耕细作的特征 B. 提升了历法的准确程度 

C. 加速了早期国家的形成 D. 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结合所学可知，“天象观测”属于文明的组成部分，材料中“指导农业”的“斗柄授

时”证明当时已观测出“北斗”天象，表明我国原始农业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D 项正确；新石器时代是原

始农业，尚未具备精耕细作的特征，排除 A 项；新石器时代先民认识到“天时”的重要性，但不能说明当时

有了“历法”和“历法的准确程度提升了”，排除 B 项；材料主旨是原始农业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不是加

速早期国家的形成，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 西周封建着眼于天、地、人，尊“地之义”“民之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以

求“藏天下于地方、由地方以见天下”。据此可知，西周封建（   ） 

A. 以神权政治为核心 B. 秉持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 

C. 源于自然风土民情 D. 强化了宗法制度的重要性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西周（中国）。根据材料“西周封建着眼于天、地、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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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藏天下于地方、由地方以见天下”可知，西周秉持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强调遵守天道礼法，教化百

姓，蕴含“敬天保民”的德治思想，B 项正确；材料强调西周封建秉持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未体现神权政

治，排除 A 项；西周封建依靠宗法分封制而建立，并不是源于自然风土民情，排除 C 项；材料强调西周封

建秉持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未体现宗法制度的重要性，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3. 有学者在谈及秦统一的原因时指出：“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内心修养或

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索取。所

以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而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

完善。”该学者意在强调（    ） 

A. 秦人汲取了法家强权的思想 B. 功利主义价值观念推动秦的统一 

C. 秦朝的国家组织力较为强大 D. 耕战思想利于强化专制集权统治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战国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信息得出主要结论：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推

动了秦的发展，说明这些有着实用和功利色彩的价值观念有利于秦朝统一，B 项正确；材料强调功利思

想，并未涉及法家思想，排除 A 项；材料强调秦人的价值理念，不属于国家组织能力，排除 C 项；材料强

调秦统一的原因，而专制集权属于秦统一后的措施，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4. 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刘渊称帝，以刘汉后裔自居，因此国号为汉。随后，刘渊否定西晋的政权低位，同

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这些做法（    ） 

A. 反映出中原故土文化依然强势 B. 意在借鉴汉族政权统治经验 

C. 彰显了其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 D. 有效缓和了阶级和民族矛盾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本质题、影响题。据本题

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宋朝（中国）。根据材料“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刘渊称帝，以刘汉后裔自居，因

此国号为汉。”并结合所学可知，刘渊试图通过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

行祭祀等行为，是为了获得汉人对自身政权的认同，彰显了其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C 项正确；材料未涉

及中原故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对比，无法得出其依然强势的内容，排除 A 项；材料所述是为了维护政

权的合法性，并非借鉴具体的汉族政权统治经验，排除 B 项；材料未涉及阶级和民族矛盾的缓和，D 项表

述夸大了材料所述行为，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两壁上绘有一幅以六人组成的“客使图”（如下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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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左边的三人为唐代鸿胪寺文职官员；位于右边的是东罗马使节和东北靺褐族的使者。该图可用于说明当

时（    ） 

   

A. 大唐文明的影响力强大 B. 民族关系和谐稳定 

C. 中原王朝疆域空前扩大 D. 朝贡贸易开始兴起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唐代（中国）。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可知，胪寺官员和东罗马使节、东北靺鞨族使者在一起，体现

了唐朝与罗马帝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交往和交流，反映了大唐文明的影响力较强，A 项正确；中国与

罗马之间的关系属于国家关系，并非民族关系，排除 B 项；材料只能体现唐朝与罗马帝国、东北地少数民

族的交往，不能反映中原王朝的疆域，排除 C 项；据据材料中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流，不能判断朝贡贸易

“开始”兴起，且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交流，并非朝贡贸易，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6. 下表是两部史书关于交子的不同记载，说明（    ） 

时间 出处 记载 

南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

长编》 

初，蜀民以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

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元朝 
脱脱《宋史·食货

志》 

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

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谓之交子 

 

A. 历史研究需要对史料进行甄别 B. 因记载不同无法得出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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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两则史料互证即可揭示出真相 D. 时代不同影响对历史事件解释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南宋至元朝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南宋时期“蜀民以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

富民十六户主之”，元朝时期“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谓之交子。”并结

合所学知识可知，两本史书对交子产生的背景表述不一，两本史书所处的时代不同，导致记述不一，说明

时代不同影响对历史事件解释，D 项正确；材料中没有关于“史料甄别”问题的相关论述，排除 A 项；

《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食货志》都属于正统史书，“无法得出历史真相”说法与史实不符，排除

B 项；一手史料是判断历史真实性的第一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食货志》都属于二手史

料，两则二手史料互证即可揭示出真相，说法过于绝对，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7. 据明万历《嘉兴府志》记载，当地四时土俗：小满时节，家家关门闭户，叫做“蚕关门”。直到采茧

时，才开禁，亲戚之间才可以互相走动，叫做“蚕开门”。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有盂兰会、水陆道场、

翻经会，乡人以为此类活动“利于蚕花”，趋之若鹜。据此可知当地（    ） 

A. 农耕技术呈现衰退趋势 B. 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C. 小农经济已经开始瓦解 D. 风俗民情迷信色彩浓厚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明朝中国。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受社会经济变化

的深刻影响。根据材料可知，当地百姓四时土俗、年中行事几乎都与桑蚕事业有关，说明桑蚕业与当地民

生休戚相关。结合所学，可以推断当地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桑蚕业甚至已由家庭副业逐渐成

为主业，传统的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B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农耕技术，不能说明农耕技术衰退，A 项错

误；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耕织分离、纺织分离等，但材料均未能体现，C 项排除；当人们把民间信

仰与日常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当宗教活动与生计活动融为一体的时候，信仰的色彩逐渐淡去，

演化为代代相传的习俗，所以不能说明迷信色彩浓厚，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8. 1656年，荷兰使臣携带表文和贡物来华觐见，要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顺治帝准其

“八年一次来朝”，且“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康熙二年

（1663年），“荷兰国助剿海逆，并请贸易，奉旨，著二年贸易一次”。这表明末清初（   ） 

A. 延续了传统的贸易体系 B. 海上走私活动猖獗 

C. 统治危机主要来自海上 D. 海禁政策日渐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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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明末清初。据材料可知，清代对外贸易仍被限制在朝贡贸易范围内，仍需要遵守贡期、贡道、人

员安排、贸易内容等朝贡贸易体制的规定，A 项正确；“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并不等于海上走私活

动猖獗，排除 B 项；材料信息不能表明清初统治危机主要来自海外，排除 C 项；材料中对海外贸易的限制

是海禁政策的表现，这说明当时海禁政策并未松弛，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9. 如表所示为 1894—1933年我国近代工业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动，这一变动主要源于（   ） 

轻工业 重工业 

年份 
工人

数 
比重 

资本额（万

元） 
比重 工人数 比重 

资本额（万

元） 
比重 

1894 45596 
53，

9% 
2083 

42.0

% 
38975 46.1% 2871 

58.0

% 

1911一

1913 

17085

0 
63.1% 15084 

52.1

% 
99867 36.9% 13848 

47.9

% 

1920 
40126

0 
71.9% 33545 59 4% 156362 28.1% 22939 

40.6

% 

1933 
41220

5 
64 0% 103651.5 

72.7

% 

23202436.0

% 

38926.

2 
27.3%  

 

A. 轻工业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B.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畸形发展 

C. 民族工业技术依赖帝国主义 D. 中国经济体系和结构的殖民化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 1894—1933 年（中国）。据材料可知，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重工业所占

比重较小，其原因是重工业部门投资额较大，周期长，且重要矿产和铁路干线被列强控制，加上内战不

断，民族资本家不堪重负，只能在轻工业领域谋求发展，近代中国经济殖民地化是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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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D 项正确；重工业也能解决就业问题，排除 A 项；近代民族工业一直是畸形发展，排除 B 项；材料反

映了近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据所学可知，这主要是因为重工业部门投资额较大，周期

长，民族资本家不堪重负有关，实际上不仅是轻工业，重工业同样在技术上受制于帝国主义，排除 C 项。

故选 D 项。 

10. 在抗日战争中针对一次重大战事，国民党、共产党、日军发表了如下评论。这反映出（   ） 

国民党 共产党 日军 

捷电传出，大家

心理为之一变，

国际上的观感也

就焕然一新。 

给全世界援助中国的友人

以满意答复，给一切反对

侵略的人们证明中国军队

英勇的作战，是可以把侵

略军击退的。 

没有给予重庆军应有的

打击，相反地，更加促

进了这块土地上全民防

御的高潮。 

 

 

A. 淞沪会战粉碎日军三个月亡华企图 B.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C.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 D. 长沙会战的胜利产生积极影响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根据题干中“捷电”“把侵略军击退”“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

击”等信息可知，材料所述为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一次胜利，并且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结合

所学可推断是长沙会战，在 1941年 12月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歼灭大批日军，最终取得会

战胜利。此时，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败退，长沙会战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D项正确；

淞沪会战的结果是日本获胜，上海沦陷，不符合题意，排除 A项；武汉会战的结果是日本获胜，占领了武

汉三镇，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不符合题意，排除 B项；材料所述战争发生在正面战场，百团大战发生

在敌后战场，排除 C项。故选 D项。 

11.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编制经历了三次变化。据此可知，决定人民军队编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   ） 

第一次 各地军队以所在解放区命名，如中原解放军、晋冀鲁豫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 

第二次 全国主力部队编成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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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各地野战军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服从于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 

 

A. 敌我双方军事较量的态势 B. 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C. 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需要 D. 人民军队主攻方向的调整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结合所学可知，三大战役胜利后，解放军的历史任务转变为解放全中

国，以战略地区为中心的野战军编制已经过时，故第三次提出"各地野战军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野战军"，由此可知，三次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敌我双方军事较量，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解放战争

顺利进展的良好态势，A项正确。解放战争爆发前，面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中共就作出了从游击

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军事部署，排除 B项；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人民军队主攻方向的调整与人民军队的编制

变化无必然因果关系，排除 C、D两项。故选 A项。 

12. 如图是 20世纪 50年代创作的《农村远景图》，该作品 

 

A. 再现了农村发展的真实面貌 B. 体现了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C. 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 D. 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基本风格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农村远景图》中，描绘了中国农村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农业实现了机械化，

农村通了电话。结合所学可知，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大跃进”时期创作的宣传画，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C 项正确；当时农村没有实现机械化，也没有电话，排除 A 项；“大跃进”时期破坏了生态环境，

排除 B 项；材料体现的是风俗画，不是文人画，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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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表示要给予中国“法律上的承认”，毛泽东希望利用英国这一态度向苏联施压，促

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缔约在即，毛泽东提出对中英建交谈判“拖一下”方针。中英

最终于 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体现了新中国（   ） 

A. 外交政策的包容性和普惠性 B. 外交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 

C. 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D.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20世纪 50年代（中国）。中国在中苏结盟的同时又注重改善中英关系，并与英国建立“代办级”

外交关系，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兼顾灵活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D项正

确；材料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而非普惠性，排除 A项；改善与英国关系说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意识

形态的束缚，排除 B项；C项与史实不符，排除 C项。故选 D项。 

14. 下图是 1965-1975年中国内地工业产值的变化情况。这反映了（   ） 

     

A. 国民经济比例已渐趋平衡 B. 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发展 

C. 国家经济重心转向了内地 D. 内地工业成为工业化主导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 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1965 年-1975 年（中国）。据本题材料图片信息可知，1965 年-1975 年，内地工业产值增长率高于

沿海，其在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也大幅上升，结合这一时期的史实，我国正在开展三线建设，大批工业内

迁，内地的工业产值大幅上升，B 项正确；材料只反映了内地的工业产值变化，不能说明国民经济的比例

状况，并且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依然偏重于工业，经济比例并不平衡，排除 A 项；材料只反映了内地工业产

值的变化，无法得出工业重心的转移，排除 C 项；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工业或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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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晓波在《激荡一十年》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1991 年 4 月 20 日，《当代思潮》杂忐发表《改革

开放可以不问姓“衬”姓“资”吗?》文。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姓‘资’还是姓

“社”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出此看来 

A. 市场经济是判断姓“社”姓“资”的依据 

B. 改革开放要坚持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 

C. 谈话促逃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D. “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表明，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阐明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了改革开放走向新阶段，B 项正确；姓“资"还是姓

“社”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三个有利于，排除 A 项；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排除 C

项；“南方谈话"促进思想解放，推动 1992 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排除 D 项。故选 B项。 

16. 据统计，2022年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额达到 3000亿美元，中国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投资

超过 1000亿美元。中国还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为拉美国家提供更多融资

渠道和货币选择。中国这一系列举措（   ） 

A. 利于推动中拉合作共赢良好局面 B. 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 

C. 表明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决心 D. 构建了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设问词可知是影响题、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21世纪以来的中国。根据题干可知，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经济往来中有广泛的合作成果，经济合作

的深化有利于推动中拉合作共赢良好局面的形成，因此 A项正确；题干只涉及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往来，

并不能得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也与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无关，排除 BC项；中国与拉美并非大国外交，

排除 D项。故选 A项。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萌生了儿童教育，主要是使儿童形成初步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秦汉以来，家庭道德的基本观念—“孝”和“涕”成为儿童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弟子规》《增

广贤文》等蒙学教材无不从此入手编篡，众多孩童在私墊教师训导下对其反复背诵，倒背如流。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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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鞭批和戒

尺惩戒是儿童教育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支配下，儒家文化知识教

育便成为众多家庭教育儿童的主要内容。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岗对教育孩童提出四戒：一戒曼起，二戒懒惰，

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成为古代教子规则

之集中体现。 

—摘编自颜星《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 

材料二  近代教育学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尊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要以教育家的“民主

精神”，去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天性，实施系列教育。1904 年田汉在上海创办的“育婴堂”，是我国最早

的儿童教育机构之一。此后，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设施相继涌现，它们开设文化知识、

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陈

嘉康提出“以游戏为基础，以活动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叶圣陶提出“德育为先，智育为辅”的教育思想

等。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

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 

—摘编自朱永新《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儿童教育不同于古代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答案】（1）特点：起源早，源远流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以儒家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主张严慈结合，

具有一定的强迫性；教学方法存在死记硬背的倾向；以家庭及私塾教育为主。 

影响：传承发展了古代文化；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强化社会伦理；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平民化；容易扼杀

儿童的创造性。     

（2）不同：更加尊重儿童天性；注重发展公共教育；教育内容多元化；注意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一

定的救亡色彩；先进人物和成果集中涌现。 

原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传播；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政治变革的推动；有识之士的

倡导。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古代（中国）。第一小问特点，据材料一“我国早在西周时

期就萌生了儿童教育”可知，起源早，源远流长；据材料一“家庭道德的基本观念……成为儿童伦理道德

教育的核心内容”可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据材料一“儒家文化知识教育便成为众多家庭教育儿童的主

要内容”可知，以儒家文化知识教育为主；据材料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应当从严入手，

严与慈相结合”可知，主张严慈结合，具有一定的强迫性；据材料一“众多孩童在私墊教师训导下对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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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背诵，倒背如流”可知，教学方法存在死记硬背的倾向，以家庭及私塾教育为主。 

第二小问影响，据材料一“《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蒙学教材无不从此入手编篡，众多孩童在私墊教师训

导下对其反复背诵，倒背如流”及所学知识可知，古代儿童教育传承发展了古代文化；据材料可知，儿童

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和儒家思想，这有利于强化社会伦理，进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据材料及所学知

识可知，儒学在儿童教育中作用有利于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平民化；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可知，古代儿童教育

中的强制性和死记硬背的倾向，容易扼杀儿童的创造性。 

【小问 2 详解】 

本题是背景类、对比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近代（中国）。第一小问不同：据材料二“儿童教育首先要尊

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可知，更加尊重儿童天性；据材料二“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

设施相继涌现”可知，注重发展公共教育；据材料二“们开设文化知识、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

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可知，教育内容多元化，注意促进儿

童的全面发展；据材料二“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

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可知，具有一定的救亡色

彩；先进人物和成果集中涌现。 

第二小问原因，据材料二“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可知，民族危机的加深；据所学知识可知，近代

中国的儿童教育思想受到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物质基础；政治变革的推动为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加之如“陶行知、陈鹤琴、沈百

英、雷震清、王云五”有识之士的倡导。 

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科举成功地将知识分子从专制政权的批评者发展成为自己的同盟军。科举规定凡士

子皆可以“投碟自应”，以自由报考方式参与竞争和接受挑选。考试内容虽几经演变，儒家经典始终是考

试内容的主体。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多级，为防考官子弟与一般人士入同场考试出现不公，

创造了“别头试”“弥封”“锁院”“誊录”等防弊之法。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 

材料二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写入“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北京政府颁布新官制，构成

了民国文官考试制度运行之基础。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考试院，公布《考试院组织法》。民国考试

还废除了妇女和所谓“贱民”的应考限制。考试内容既包括各学科基本知识，也关注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但是，“任命人员之正式经过考试者，亦千万人难觅一二。”国文试题内容大都出典于四书

五经，许多文题古旧呆板。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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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与科举制的不同。 

【答案】（1）笼络人才，维护统治；开放性原则；考试内容单一（知识本位），以儒家思想为主；逐级筛选；

分类考试；程序严格；公平性原则。     

（2）不同：考试的法制化（有法律保障）；考试权的独立（由专门机构负责）；平等性和开放性增强；考试

内容的现代化，重视实用能力；借鉴西方教育、文官考试思想和实践。 

评述：与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带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的特点；有

利于人才选拔和政府工作效能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为后世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理论设

计与实践实施脱节。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特点：根据材料“科举成功地将知识分子从专制政权的批评者发展成为自己的同盟军”可知，中国科举制笼

络人才，维护统治；根据材料“以自由报考方式参与竞争和接受挑选”可知中国科举制具有开放性原则；根

据材料“考试内容虽几经演变，儒家经典始终是考试内容的主体。”可知，中国科举制考试内容单一（知识

本位），以儒家思想为主；根据材料“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多级”可知中国科举制逐级筛选；分

类考试；根据材料“为防考官子弟与一般人士入同场考试出现不公，创造了“别头试”“弥封”“锁院”“誊录”等

防弊之法。”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国科举制程序严格；公平性。 

【小问 2 详解】 

不同：根据材料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写入“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可知，民国时期文官制

度与科举制相比考试有法律保障；根据材料二“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考试院”可知，民国时期文官考

试制度与科举制相比考试权是独立的；根据材料“民国考试还废除了妇女和所谓“贱民”的应考限制。”可

知，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与科举制相比等性和开放性增强；根据材料二“考试内容既包括各学科基本

知识，也关注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可知民国时期的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的现代化，重视实用

能力；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民国时期的考试制度借鉴西方教育、文官考试思想和实践。 

评述：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民国时期的考试制度与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

的结合；带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的特点；有利于人才选拔和政府工作效能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近

代化；为后世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理论设计与实践实施脱节。 

1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世纪 30年代初，知识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一股强劲的现代化思潮，各种

报刊、杂志纷纷刊载大量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章。 

材料一中国农业，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生产技术的落后，经营方式的退步，已在任何独立国家

之后；不，就是其它的殖民地国家，也比较中国要近代化得多了，我们知道其它各国，已跟了工业技术的



第 13 页/共 15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进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为化学肥料……别国已用了极大的电机设备作灌溉之用，中国还是利用着

人力和畜力，天天向自然作汗血的挣扎。这一切农业生产的现状，正如以大刀抵抗飞机和坦壳(克)车一

样，安得不落伍。 

——吴觉民《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二机械要制造，日用品也得制造；电站要建立，人民住宅也得建立；森林要开采，游息的胜地也

得修饰。现代化中国，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世纪 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大讨论”的历史背景。 

（2）分别概括材料一、二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并予以评析。 

【答案】（1）政治衰败，社会动荡；1929——193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中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

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加深；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开展。     

（2）材料一：观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工业化（工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评析：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物质基础。当时的中国，工业极端落后，运用先进科学

技术，引进西方大机器生产，才能促进其它方面（特别是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二：观点：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的现代化。 

评析：这一观点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密不可分，协调统一的有机体，不单单着重社会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

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现代化。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本题是背景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背景：根据材料“20 世纪 30 年代初，知识界发

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知道其它各国，已跟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

造为化学肥料”和所学知识可知，可从当时社会环境、经济危机、苏联建设成就、日本侵华、国内经济建

设等角度进行分析。 

【小问 2 详解】 

本题是认识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现代中国。根据材料“这一切农业生产的现状，正如以大刀抵抗飞机和

坦壳(克)车一样，安得不落伍”可知，材料一认为工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关于认识可从当时中国

工业的现状、发展工业对农业的重要性等角度进行分析；根据材料“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

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可知，材料二认为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关于认识可从社会

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20.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材料一  张海迪以高昂的热情、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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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德、世界语，以及针灸医疗、广播器材修理等技术。她忍着病痛为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翻译

外文资料 16万多字，还热情帮助、教育了许多青少年。团中央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向张海迪同

志学习。 

——《人民日报》报道(1983年 3月 8日) 

材料二 

   

综合上述材料，提取材料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

谨，表述成文。） 

【答案】答案示例：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中央号召并鼓励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纪律”等是 20世纪 80年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响亮 口号。 

报道和海报展现了张海迪身残志坚的事迹。起到宣传、倡导的作用。 

【解析】 

【详解】本题是论述题之历史短文撰写类，时空是 1983 年的中国。从材料一的时间和材料二的内容学习

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得出短文主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

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的精神文明建设角度表述为中共中央号召并鼓励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等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响亮的口号。从张海迪起到的宣传角度表述为报道和海报展现了张海迪身残志坚

的事迹。起到宣传、倡导的作用。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