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1  

初三历史练习(3 月)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之一。考古学者在我们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遗址是（ ） 

A. 北京人遗址 B. 山顶洞人遗址 C. 半坡遗址 D. 河姆渡遗址 

【答案】D 

【解析】 

【详解】考古学者在我们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遗址是河姆渡遗址。距今约 7000 年的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

流域，他们使用磨制石器、骨器、用耒耜耕地，住干栏式房屋，过着定居生活，种植水稻，D 符合题意；ABC 项生

活在黄河流域，排除。故选择 D。 

2. 有学者认为：“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理解这句话，

此“一大变”是指 

A. 世袭制取代禅让制 B. 分封制取代世袭制 

C.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D. 行省制取代郡县制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及所学知识可得，秦国统一六国

后推行郡县制，这指的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C 项正确；“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夏朝建立后出现的，排除 A 项；“分

封制取代世袭制”不符合史实，排除 B 项；行省制是元朝的制度，不符合题意，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3. 宋人冯必大《咏史》：“亭长（指刘邦）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凉水，冷却秦锅百沸汤。”

诗中的“清凉水”喻指 

A. 休养生息的政策 B. 布衣将相的格局 

C. 地方诸侯的解决 D. 汉承秦制的策略 

【答案】A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刘邦的“约法三章”本质上是废除秦朝暴政，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适应了人民群众

的要求，这是刘邦成功的关键，A 项正确；布衣将相指的是西汉政权建立后形成的由布衣出身的人致身将相的局面，

在此处指代不明确，排除 B 项；西汉建立之处，百废待兴，统治者者首先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地

方诸侯的解决是在汉武帝时期，排除 C 项；秦朝实行暴政，汉朝不可能全面继承秦制，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4.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被网友们评为“深圳最有趣的打疫苗标语”。早在东汉末年，一位名医

提出了“治未病”理论，提倡预防疾病。他是（ ） 

A. 扁鹊 B. 李时珍 C. 华佗 D. 张仲景 

【答案】D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东汉末年，张仲景收集了许多民间药方，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

治病原则，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后世尊称他为“医圣”。《伤寒杂病论》重点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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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病理变化以及如何辨别治疗的方法，还提出了“治未病”理论，提倡预防疾病，D 项正确；扁鹊是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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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名医，排除 A 项；李时珍是明朝医药学家，排除 B 项；华佗是东汉时期的名医，但没有提出了“治未

病”理论，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5. 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下列历史人物与其事迹搭配错误的是 

A. 李冰——主持修建了秦国水利工程都江堰 

B. 忽必烈——建立元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C. 郑和——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D. 康熙——中俄发生两次雅克萨之战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1662 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C 项搭配错误，符合题意；根据所学可知，

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了秦国水利工程都江堰，忽必烈建立元朝，完成了全国统一，康熙皇帝时期组织了两次雅克

萨之战，ABD 项搭配正确，不符合题意。故选 C 项。 

6. 归纳法是一种有效的历史学习方法。下列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归纳正确的是 

A. 夏商周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B. 秦汉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 

C.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D.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答案】D 

【解析】 

【详解】依据归纳法的特点，就是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进行综合概括。据此可知，明清时期是我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D 项正确；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排除 A 项；中国境内早

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是史前时期，排除 B 项；繁荣与开放的时代是隋唐时期，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7. 隋唐时，四方传入的少数民族音乐有十四种之多，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乐，以至王建有诗云：“城头山鸡鸣角角，

洛阳家家学胡乐。”这反映了 

A. 隋唐时期民族交融进一步发展 B. 少数民族音乐仅流行于洛阳 

C. 胡乐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D. 四方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四方传入的少数民族音乐有十四种之多”“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乐”“洛阳家家学胡乐”均体现了隋唐时

期少数民族音乐在汉族、中原地区的传播，说明隋唐时期民族交融进一步发展，A 项正确；B 项“仅流行于洛阳”的

说法错误，排除 B 项；“胡乐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和材料，排除 C 项；材料体现了中原对少

数民族音乐的吸收和传唱，没有体现四方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8. 一种观点认为：宋朝某项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人丧失了汉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尚武精神，以至其在

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屡败北。这项政策应该是（ ） 

A. 重农抑商 B. 重文轻武 C. 和亲会盟 D. 闭关锁国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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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宋代实行重文轻武，这是导致宋代在边境战争经常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一些人认为，

宋朝这项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人丧失了汉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尚武精神，以至其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

争中屡屡败北，B 项正确；材料是在说军事政策，不是说经济、民族、对外政策，排除 ACD 三项。故选 B 项。 

9. 以下三幅图中人口密度的变化反映出（ ） 
 

A. 中外交流频繁 B. 疆域面积扩大 C. 经济重心南移 D. 政治中心南移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图片内容可知，从西汉末年到宋朝末年，人口最大密度从北方逐渐转移到南方，反映出经济重心南移，

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南宋时期完成，C 项正确；图片没有涉及中外交流频繁，排除 A 项；疆域面积扩

大没有体现图片反映的人口密度的变化，排除 B 项；图片没有体现政治中心南移，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0. “其版图‘有汉唐之地而加大’，其人民‘有汉唐之民而加多’。包括西藏的藏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就都统一在

一个中央政权之内了。”这个王朝是 

A. 辽 B. 北宋 C. 金 D. 元朝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越汉朝和唐朝。

此外，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由宣政院直接统辖，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从此西藏正式成

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材料中所描述的与之相符，所以 D 项符合题意；10 世纪初年，契丹族首领

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定都上京，此时的西藏属于吐蕃诸部，辽并未对其进行管辖，所以 A 项不符合题意；960 年，

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史称北宋，此时的西藏属于吐蕃诸部，北宋并未对其进行管辖，所以 B 项不

符合题意；1115 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建立女真政权，国号大金，此时的西藏属于吐蕃诸部，金并未对其进行管辖，所

以 C 项不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D。 

11.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曾经评价“这是明代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情。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年三四百

年间，……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人才的。”材料中“最坏的一件事”是指（ ） 

A. 闭关锁国 B. 废除丞相 C. 八股取士 D. 兴文字狱 

【答案】C 

【解析】 

【详解】分析材料“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人才的”可知，评价的是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因为该制度下，应试文体

必须分为八个部分，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的见解，不讲求实际学问，成为统治者思想文化专制的工具，所以说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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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C 项符合题意；AB 项与“最断丧人才”不符，排除；D 项是清朝兴文字狱，与题

干“明代下半期”不符，排除。故选 C。 

12. 古代印度文明有其独特的魅力。下列内容属于古代印度文明的有（ ） 

①佛教 ②阿拉伯数字 ③《汉谟拉比法典》 ④种姓制度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答案】C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古印度文明最早在印度河流域兴起，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 6 世纪产生佛教，

发明十个阿拉伯数字，社会上形成种姓制度都是古代印度的文明，C 项正确；《汉谟拉比法典》是古代巴比伦文明 

的代表，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13. 何顺果在《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中强调:“尽管大西洋把英法美三国永远的分开，但三国的革命作为资

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仅有一定联系，而且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17 世纪和 18 世纪发生于大西洋西岸的这三

个伟大历史事件，有着其最大的公约数。”文章中所提到的“最大的公约数”是指（ ） 

A. 推翻封建统治，扫除发展障碍 B. 争取“人权”,伸张“权利” 

C. 推翻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 D. 进行殖民扩张，完成资本积累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颁布了《权利法案》，美国独立战争中颁布了《独立宣言》，法国

大革命中颁布了《人权宣言》。这些文件都伸张“权利”，争取“人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建立资产阶级

统治，B 项正确；推翻封建统治，扫除发展障碍不符合美国独立战争，排除 A 项；推翻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不

符合英国、法国，排除 C 项；进行殖民扩张，完成资本积累不符合美国，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4. 历史学家刘宗绪指出：到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 200 多年的

发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由此分析，这个时期美国、俄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 

A. 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B. 使三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C. 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D. 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和材料“资本主义制度，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可知，这是强调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美国、俄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A 项正确；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此时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材料说的是资本主义体系而不

是社会主义和农奴制残余，排除 BCD 三项。故选 A 项。 

15. 有学者将 20 世纪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特点简要概述为“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

实”。下列历史事件符合“由理想到现实”特点的是（ ） 

A.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B. 巴黎公社的建立 

C. 第一国际的建立 D. 十月革命的胜利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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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

理想到现实，D 项正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由空想到科学， 巴黎公社的建立是由理论到实践， 第一国际的建立

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排除 ABC 三项。故选 D 项。 

16. 1933 年，一位著名记者先后游历了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发表了以下四篇报道。你认为报道错误的是 

A. 苏联工业化建设蒸蒸日上 

B. 罗斯福在美国推行“新政” 

C.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法西斯上台 

D. 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时期” 

【答案】D 

【解析】 

【详解】依据课本所学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凭借原有的工业基础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采用最先进

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恰当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0—70 年代，西欧经济持续繁荣，进入“黄

金时期”。D 项符合题意；1928——1937 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两个五年计划。1933 年苏联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完

成阶段，工业化建设应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排除 A 项；1933 年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

福一上台就宣布实施新政。排除 B 项；1933 年德国面临经济危机的考验，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趁乱上台。排除 C

项；故选择 D。 

【点睛】“错误的”是限制词。“1933 年”“游历了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是解题的信息提示，据所学，知道 

1933 年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情况，正在发生的，已经发生，存在的现象可确定答案。 

17. 绘制示意图梳理知识结构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以下示意图正确的是 

 

 
A. B. 

 

 
C. 

 

 
D.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题干示意图和所学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形

成了战后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B 表述正确，符合题意；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化学工业，

但是计算机网络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之一，A 排除；萨拉热窝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第二次世界

大战无关，C 排除；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标志，多极化趋势出现也是在冷战时期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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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与“冷战”后的世界不符，D 排除。故选 B。 

18. 1933 年 3 月，罗斯福制定了以保全人力和自然资源为目标的“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计划。它吸收 18 至 25 岁 

的失业青年，从事诸如造林、防火、 防洪、筑路等工作，每月工资 30 美元。保护队在美国参战前的 8 年多，先后

吸收了 150 万青年，开辟了数百万英亩的国有林区和公园等。与此相关的新政措施是（ ） 

A. 整顿金融体系 B. 调整农业政策 C.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D. 推行“以工代赈”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由材料信息“它吸收 18 至 25 岁的失业青年，从事诸如造林、防火、 防洪、筑路等工作，每月工资 30 美 

元。保护队在美国参战前的 8 年多，先后吸收了 150 万青年，开辟了数百万英亩的国有林区和公园等”可知，与此

相关的新政措施是“以工代赈”，故 D 正确；整顿银行是整顿金融体系，故 A 错误；减耕减产，提供补贴是调整

农业政策，故 B 错误；建立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故 C 错误。 

19.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

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下列对“福利国家”制度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B. 包括社会保险和福利补助两大类 

C.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D. 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加重政府则政负担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

会的基本矛盾，故 C 符合题意；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它包括社会保险和福利补助

两大类，但社会福利支出过大也会加重政府则政负担，故 ABD 均不符合题意。故选 C。 

20. 20 年前中国为加入某一国际经济组织，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款，甚至放弃了很多本该享受的特殊待遇。20 年后，因为

加入该组织而获得的机遇，中国已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4．4 万多家企业，拥有了超过 220 万人的外 

籍员工。中国加入该组织（ ）  

A. 维护了世界的持久和平 

C. 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答案】B 

【解析】 

 
B. 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D. 呼应了自主的不结盟政策 

【详解】根据题干和所学知识可知，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曾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款，但是也获得了机遇，推动

了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这表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B 正确；题干所说的国际经济组织是世

贸组织，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没有直接关系，A 排除；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但在题干中没

有得到体现，C 排除；题干是说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没有体现不结盟的外交政策，D 排除。故选 B。 二、

填空题(本题 3 小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21.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 ，北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巨著是 。 

【答案】 ①. 《史记》 ②.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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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北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巨著是《资治通鉴》。 

22. 元朝时，政府设立 管理琉球；清朝时，设置 管辖新疆。 

【答案】 ①. 澎湖巡检司 ②. 伊犁将军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元朝时，政府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琉球；清朝时，设置伊犁将军管辖新疆。 

23. 1945 年成立的 与 1995 年成立的世界 组织，成为支撑、协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两大支柱，推动

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答案】 ① 联合国 ②. 贸易 

 

【解析】 

【详解】依据课本所学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1945 

年 10 月，联合国正式成立。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组

织，它与联合国成为支撑、协调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两大支柱，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问填：联合国和贸易。

三、材料解析题(本题共 3 小题，24 题 6 分，25 题 7 分，26 题 11 分，共 24 分) 

24.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贯穿我国封建社会始末的基本政治制度，从秦朝到清朝存在了两千多年，历朝统

治者均采取措施加以完善。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 根据材料一所示，请写出唐朝在中央和元朝在地方上实行的制度名称。 

材料二：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朱元璋以谋反

的罪名将胡惟庸抄家灭族，大肆捕杀胡惟庸同党，株连杀戮 3 万余人，并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 

（2） 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朱元璋对政治制度进行了哪些“重大改组”？（举 1 例） 

材料三：故宫导游说：“这个不起眼的偏房（下图），在清朝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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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三中导游所说的“偏房”是清朝的什么机构？是由哪个皇帝设立的？ 

（4）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趋势是什么？ 

【答案】（1）三省六部制；行省制 

（2） 在中央，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由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地方，取消行中书省，设立三司。（任意 1 点） 

（3） 军机处；雍正。 （4）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皇权不断加强。(意思接近亦可)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根据图片信息及结合所学，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元朝在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 
 

 

【小问 2 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为了巩固统治、强化皇权，明朝在地方取消行中书省，设立“三司”，使行省的权力分散，在中央废

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此外还设置厂卫机构。 

【小问 3 详解】 

根据所学知识，雍正年间，设立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使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小问 4 详解】 

综合材料信息，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元朝行省制度、明朝废除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等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君主

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皇权不断加强。 

 
25. 改革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

无敌于天下。 

 
（1） 材料一反映了中国古代哪一改革？改革中哪一措施最直接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 

——《战国策·秦策三》 

材料二：《资治通鉴》记载：（魏主）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

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2） 材料二中体现的是哪次改革？顺应了当时怎样的历史潮流？ 

材料三：1069 年，宋神宗时期开始变法。变法涉及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变法，摆脱统治危机，实

现富国强兵。变法收到一些成效。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 10000 多处。但是，新法触犯了大

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 

（3） 材料三描述的是历史上的哪一次变法？并列举一项变法的措施。 

（4） 综合上述内容，谈谈改革对当下中国改革的启示。 

【答案】（1）商鞅变法；奖励军功。 

（2） 北魏孝文帝改革；民族交融。 

（3） 王安石变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任意 1 项） 

（4） 改革能推动社会发展；改革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改革要遵循客观规律；改革应顺应时代潮流；改革需要强有

力的后盾支持等（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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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小问 1 详解】 

根据材料“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结合所学可知，这是商鞅变法，其内容：

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只有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

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军直接派官吏治理。其中奖励军功，最直接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

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

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小问 2 详解】 

根据材料“（魏主）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结合所学可知，这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根据孝文

帝前期改革的内容来看，推行均田制、设立三长制、新的租调制都是向中原农耕文化学习的体现，是北魏政权封建化的

重要措施，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与汉化过程一致，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的汉化，利于与汉民族的交流，促进了民

族的融合。孝文帝后期的改革内容主要有：迁都洛阳、改汉制、移风易俗等，这些都促进了鲜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

加速了鲜卑汉化的进程，加强了民族的融合。 

【小问 3 详解】 

根据材料“1069 年，宋神宗时期开始变法”，结合所学可知，1069 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涉 

及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变法，摆脱统治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经济方面：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军事方面：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

器监法；用人方面：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 

【小问 4 详解】 

上述改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因

此改革能推动社会发展；改革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改革要遵循客观规律。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死后，全部被废除，

表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后盾支持，在能顺利进行。 

26. 近代以来，欧洲曾“独领风骚数百年”，也曾“硝烟弥漫不见天”。历经几度浮沉，欧洲国家似乎悟出了相处

之道，逐渐走向联合。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任务。 

【领先的欧洲】 

材料一：某学习小组以“领先的欧洲”为研究主题，绘制了下面思维导图。 
 

（1） 请根据所学知识填写上图中①②③处的相关内容。 

（2） 请写出①这场运动中英国的代表人物及②这种制度确立的相关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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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写出③这一时代中欧洲的一项科技成就。 

【衰落的欧洲】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殖民帝国，

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殖民统治。到 20 世纪中叶，随着美苏的崛起，世界变成了两极格局，欧洲丧失了世界中 

心的地位。 

（4） 根据材料二，概括欧洲衰落的原因。 

【联合的欧洲】 

材料三：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它们逐渐走上了联合自强以提高国际地位的

道路。如今，欧盟作为世界上的重要一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和西欧国家走向联合的目的。 

（6） 根据欧洲从繁荣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历程，概括大国崛起的因素有哪些？ 

【答案】（1）文艺复兴；君主立宪；电气。 

（2） 莎士比亚；权利法案。 

（3） 汽车、内燃机、现代炸药、人造纤维。（任意 1 点） 

（4） 二战的破坏；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美苏的崛起。（任意 2 点） 

（5） 美国的援助（马歇尔计划）；提高欧洲的国际地位、发展经济、自强。（任意 1 点，意思接近亦可） 

（6） 思想解放、先进的制度、科技创新、远离战争、和平发展、加强国际间合作。（任意 1 点，意思接近亦可） 

【解析】 

【小问 1 详解】 

依据材料一思维导图结合所学可知，思维导图描述的是领先的欧洲（14-19 世纪）。包含三个部分。思想引领、制度

确立、科技创新。随着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4 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促进了人们

的思想解放。文艺复兴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冲击了教会的陈腐说教，为欧洲资本主义的

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著书立说，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提倡

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场以法国为中心，波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旧制度的思想文

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

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法国大革命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颁布了《权利法案》确立

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体。法国通过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共和制政体。随着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大，工场手工业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了，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量，必须发明和使用机器，改进技术，这就是 18 世纪 60 年

代最先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八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作为新能源逐步应

用于工业、照明及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促进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电的广泛使用为标志，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①文艺复兴；②君主立宪；③电气。 

【小问 2 详解】 

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场运动中的英国代表人物是莎士比亚。英国大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

时期英国的文学巨匠，他的代表作有《罗密欧和朱丽叶》《哈姆雷特》等，这些作品深刻批判了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和

社会陋习，讴歌了人的伟大，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

国王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制约，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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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3 详解】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技成果有汽车和飞机、汽车和飞机、现代炸药、人造纤维等发明，缩短了

人们的出行时间，使出行更加便捷。 

【小问 4 详解】 

根据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殖民帝国，

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殖民统治。到 20 世纪中叶，随着美苏的崛起，世界变成了两极格局，欧洲丧失了世界中 

心的地位。”可知，西欧国家经济遭到二战的破坏、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美苏的崛起。 

【小问 5 详解】 

根据材料二三可知，二战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美国的援助，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走向联合的目的提高

欧洲的国际地位、发展经济、自强。 

【小问 6 详解】 

根据欧洲从繁荣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历程，大国崛起的因素有思想解放、先进的制度、科技创新、远离战争、和平发

展、加强国际间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