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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演进：“中国”名称最早出现

在西周初年，范围由周王所在“丰镐及

其周围地区”，扩展到交通枢纽“洛邑”

地区；在此基础上，几千年来在中国范

围内活动的民族和政权发展了中国版图。

意义：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准确

探究了“中国”的名称来源及范围，对

研究我国早期国家提供了历史依据；

几千年演进研究，形成了中国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

（2）变化：近代初期，鸦片战争时，

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中华民族”的民

族意识；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

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

治，其变化是改朝换代，“中华民族”观

念淡薄；近代西方侵略造成了中国民

族危机，促使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

逐渐觉醒；中华民国成立，推动了“中

华民族”近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3）中华民族自古生活在中国范

围内，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是几千

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

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的一

部分；中华民族由汉族和生活在中国

范围内的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内各

民族休戚相通、团结平等；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

行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

2.（1）背景：经济重心南移，泉州

的地位上升；造桥热潮兴起；造桥技术

进步；海外贸易发展；等等。

特点：受经济发展影响；造桥技术

难度大；桥梁各具特色；是古泉州的文

化符号；等等。

（2）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

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打破了中

国铁路桥外国包办的历史；汇聚了茅

以升的智慧和广大施工群众的汗水，

成为世界桥梁界的一大杰作；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等等。

（3）桥梁具有时代的印记，传承了

中华民族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

桥梁的修建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等等。

3.（1）特点：唐朝茶文化受儒家思

想影响，重修身养性；宋代商品经济发

展、市民文化兴起，茶文化以奢华浪漫

为特色；元朝受中原文化影响小，茶文

化一度陷入低潮；明代心学发展、统治

者尚民本，茶文化崇尚自然；清代和民

国时期，伴随西学东渐，茶文化日渐平

民化。

影响：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促进了中华民

族交融和文化认同；深刻影响了全球茶

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2）变化：茶叶从奢侈品到大众消

费品；受政治运动影响，消费具有波

动性。

原因：伴随世界市场的扩展，茶叶

进口量增加；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

易，导致北美殖民地茶税收入降低；美

利坚民族初步形成，民族意识增强；启

蒙运动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意识。

4.（1）因素：工业革命的开展；大

力发展贸易、金融和海运；自由贸易政

策的实行；海外殖民扩张，积累了资

本，拓展了市场；矿产资源丰富。

影响：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贸易、

金融、海运中心；为世界提供新产品、

新技术和资本，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壮

大了工业资产阶级力量，推动英国议

会改革；英国加快了海外贸易和殖民

扩张的步伐，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

发展。

（2）政府重视；工业产值、产量占

全球比重高；有世界领先的产品、产业

和技术；深刻影响全球生产和供应；推

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3）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

国家综合实力和大国地位的表现；要

善于抢抓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要勇于改革创新，推进国家产业

现代化，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迈进；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避免脱实

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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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示例 论题：江南不仅是一个地

域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概念。

说明：秦汉时期，与塞北、岭南等

一样，江南只是一个地域概念，由于相

对落后、人口稀少，江南泛指整个长江

中游以南地区。魏晋以来，人口南移，

江南地区不断开发。唐朝时期，江南

地区因为地域广袤、差异巨大，为了便

于管理，行政区划不断细分，“江南”成

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不同

区域甚至不同国家都应该加强工业遗

产保护的合作。

（2）示例 文化遗产类型：世界佛

教建筑类遗产。

设计思路：按照“佛教产生→佛教

向中亚、东亚、东南亚传播→东亚、东

南亚佛教的本土化”划分时间阶段；按

照“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划分区

域；重点标记印度桑奇大塔、柬埔寨吴

哥窟、日本唐招提寺等文化遗产。

理由：公元前 6世纪，佛教在印度

产生，如印度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佛

教建筑的代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

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日趋兴盛，并

在隋唐时期完成本土化，中国建筑受

到了佛教的影响，云冈石窟、龙门石

窟、敦煌莫高窟等都是中国佛教建筑

艺术的结晶；公元 3世纪左右，印度佛

教文化传入东南亚地区，柬埔寨的吴

哥窟反映了佛教对东南亚的影响；大

约在 4世纪以后，佛教经中国传入朝

鲜、日本等国，各国佛教得到发展，日

本奈良的法隆寺、唐招提寺是重要的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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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B
提示：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商代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经历

了由确立到崩溃的历程，与题干中有

铭青铜器的铭文内容主要由与祭祀相

关到“介绍工匠信息”“联姻”到“主体

献词结构逐渐简化甚至消失”相吻合，

故B项正确；“突出”不符合题意，应为

“减弱”，排除 A项；“丧失”不符合史

实，应为“削弱”，排除C项；“血缘亲疏

关系”不符合逻辑，题干未见大小宗关

系的信息，排除D项。

2.C
提示：据题干“张家山 247号汉墓

出土的简牍”“简文含 27种律和 1种

令”并结合所学可知，汉朝沿袭了秦朝

律和令的形式。

3.B
提示：材料中三位诗人的诗歌分

别反映了唐朝中期以来扬州在商业规

模及商业经营时空方面的新变化，这

表明当时扬州商业发展水平较高。

4.C
提示：据题干可知，清朝监察主体

中央有都察院，地方有各省总督、巡

抚、按察使司、巡道，监察主体众多。

5.D
提示：据题干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鸦片战争后，魏源作为开明士大夫的

代表，积极寻求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

魏源赋予老子思想新的解释，意在激

发国人的忧患意识，讲究真实学问，服

务于危难社会。

6.D
提示：据题干并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上海国棉一厂的“开展增产节约和

劳动竞赛”得到了国人的响应，涌现了

一批劳动模范，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

前完成，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

7.B
提示：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从对大流感的命名来看，疫病被一战

中交战各方用于抹黑对手、转移矛盾

以及控制民意等。这种“污名化”成为

战时宣传的需要，但这种战时敌对情

绪也阻碍了科学认识。

8.A

提示：据题干并所学知识可知，

1993年欧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欧共体

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1999
年欧元问世，欧洲合作进一步深入。

二、非选择题

9.（1）背景：西学东渐；政府的重

视和推行；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

清末新政等社会变革的推动；民族意识

的觉醒；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影响：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促

进民族精神的觉醒，凝聚国力；改善社

会风气，提升社会文明；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推动学校课程体系的完善。

10.示例 时期：20世纪 70年代初

至中共十二大。

观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受国家

利益和国际局势影响。

论述：

20世纪 70年代美苏对峙中，美国

优势地位逐渐削弱，且陷入越南战争。

美国为对抗苏联谋求改善中美关系。

苏联积极推进扩张政策，中苏关系恶

化。在此背景下，中国认为战争是不

可避免的，防范苏联成为中国外交的

重点，新中国安全观强调军事安全。

20世纪 7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缓

和。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认识

到发展经济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

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军

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地位开始有所

下降。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

要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对国际局

势的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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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使命参考的其他视角：促进

中外体育和文化交流；新世纪中国深

化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繁

荣强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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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提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战国时期大城市除了有政治军事

机构和民居外，还有各种市和肆等商

业设施，主要是因为当时工商业繁荣。

2.C
提示：根据材料“欢不可以渎，宠

不可以专”可知，帝王拒绝了他的妃子，

因为欢爱不可放纵，恩宠不可专擅。

画家用这个场景来表现如果做不到礼

教中规定的妇德，无论如何也得不到

社会男性主宰的认同，这说明画家深

受儒家伦理影响。

3.D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土地永佃权

下，地主和佃农可以出卖、转让土地，

结合所学可知，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

发展。

4.B
提示：材料中“购入棉纱”“自织”

说明当地农村的纺与织分离，由“剩则

卖却”可知已依赖市场，也说明“种棉—

纺纱—织布”这种自足性家庭纺织出现

解体，因而进一步说明自然经济加速了

瓦解。

5.D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陈云认为农

业合作化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6.B
提示：材料中，彼特拉克在他的《名

人传》中摒弃了哲罗姆《名人传》围绕

宗教重要人物立传的写法，改为按照

古罗马国王的顺序撰写，这体现了文

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以人为本而不

是以神为中心，体现了新的人文主义

历史观，即世俗价值观念的发展。

7.C
提示：本题考查经济的决定作用。

题干中的观点主要强调西方经济发展

必然要求开辟新航路以及对外侵略扩

张，哥伦布、达·伽马等人仅仅是顺应

了历史发展潮流而已。

8.B
提示：依据题干可知，苏联的粮食

生产显然无法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

要，由此可见，苏联迫切需要变革农业

生产关系，以推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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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从商朝到西

周，统治者对天与人的关系作了新的

阐述，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敬天保民”

的思想，说明统治者对国家兴衰原因认

识深化。

2.A
提示：根据材料中“成都”“印度”

及“五尺道”等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该

图反映了汉代以来形成的西南丝绸

之路。

3.A
提示：根据材料“中原一带的河南、

山东等地半数以上的村庄都是明代建

立的”“河南省的汤阴、兰考等县的村

庄大都由明代山西移民建成”并结合所

学可知，河南、山东等地半数村庄都建

立于明朝，这与元明之际华北地区社会

动荡，明朝初年政府组织移民、鼓励垦

荒等密切相关。

4.C
提示：19世纪末 20世纪初，梁启

超、严复倡导小说变革，不仅是文学变

革，更是希望通过新小说批判旧时代，

传播新思想，启发民众觉悟，促进社会

变革。

5.B
提示：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历程，分析数据信息可知，图 1是国民

革命时期，图 2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革命

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D
提示：材料体现出农民净货币收入

显著上升，结合时间可以判断土地改革

取得巨大成效。

7.B
提示：据材料图示中两次殖民活动

后的空间范围以及“斯巴达”“雅典”等

信息可知，该示意图直接反映了古代

希腊人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殖民

活动。

8.（1）图 1：不同阶段的工业遗产

具有各阶段特有的历史价值；工业遗

产的形成和保护深受政治因素影响。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图 2：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有着

不同类型；根据工业遗产密集程度的

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兼具了政

治内涵；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

移完成，江南成为发达的经济区域，江

南这一概念的经济意义凸显；明清以

来，随着江南经济的继续发展，特别是

商品经济的繁荣，江南地区人文荟萃、

文化繁荣，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成

为文化发达区域的代称。

总之，江南这一概念内涵丰富，不

断发展变化，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

信息。

从其他角度，言之有理，亦可得

分，如：古代“江南地区”范围变化受经

济重心南移进程影响；古代“江南地

区”界限划定受王朝统治政策调整的

影响。

2.此章程颁布的背景：《辛丑条约》

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实行新政试

图挽救危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发

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高涨；近代

西方学说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传统的学

前教育制度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此章程规定的德、智、体协调发展

的教育目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及尊

重幼儿发展规律的原则等均反映了其

具有科学性；规定蒙养家教合一，发挥

榜样的力量，普及外国家庭教育书籍，

反映了其结合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

念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轻视女性教

育，忽视培训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家庭

教育中给女子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等规

定，反映了其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

此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学前教

育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落

后性和保守性则限制了学前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杂陈

的反映。

3.示例一 要素选取：

①公共利益：法律；②统治手段：

军事；③谁受益：所有居民。

帝国状况：古罗马帝国的兴盛。

理由：

古代罗马凭借强大的罗马军团逐

步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一

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奴隶制殖民帝

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古罗马将罗

马法传播到被征服地区，并且在治理

当地的司法实践中借鉴外邦人的法

律，实现了由公民法向万民法的转型，

适应了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巩固了

其对广阔疆域的统治。由于罗马法有

效调整了帝国境内罗马公民与外邦

人、外邦人之间等多数居民的社会矛

盾和经济纠纷，帝国内不同地区和民

族的经贸联系加强，奴隶制经济发展，

在1—2世纪时罗马帝国空前繁荣。

总之，古代罗马在军事征服的过

程中，运用罗马法统治被征服地区，协

调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推动了罗马

帝国的兴盛。

示例二 要素选取：

①宗主国政体：民主制；②目标：

原材料；③统治手段：军事。

帝国状况：英帝国的崛起。

理由：

近代英国通过革命率先建立了君

主立宪制政体，为英国争夺海上霸权

和世界殖民霸权奠定了政治优势；经

过长期争夺，英国最终击败法国等国，

在 18世纪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

民帝国；在代议制政府的支持和殖民

地市场的刺激下，英国首先拉开了工

业革命的进程，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

使得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急切地渴望在

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原材料，为此，

英国政府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强

大的海军实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等闭关

自守国家的门户。

总之，在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

保障下，近代英国以坚船利炮为手段，

为英国工业发展在全世界提取原材

料，最终成为 19世纪首屈一指的世界

最强国。

（其他答案：可从贵族制政体、种

植型经济制度和种族灭绝型社会特征

三个要素的结合，说明西班牙帝国的

衰落；可从贸易公共利益、公司统治手

段和重商型经济制度三个要素的结

合，说明荷兰帝国的崛起；可从民主制

政体、投资公共利益和公司统治手段

三个要素的结合，说明美帝国的崛起；

等等。）

4.国家使命：展示新世纪中国式

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阐释：

21世纪初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

取得了丰硕成果。

北京作为首都，通过大运会，进一

步强化了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

心功能。

深圳作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之

一，改革开放从这里开始，通过大运

会，展示了深圳经过 40多年的努力，

已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发展为新时

代的“示范区”。

成都作为西部地区的国家级中心

城市，在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

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大运

会，进一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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