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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泰州中学高三（上）期初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

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无论大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五四”前后，我们开始了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照搬

过苏联的学科分类。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

管理学等等。这种移植导致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

其意义不容低估，相伴而来。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但是这些学科浓厚的西方气质并未

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上。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些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就有人尖锐

指出过：“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

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

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才，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

正是鉴于这一教训，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在此背景下，当下的中国文

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的挑战或任务。在笔者看来，当然应是

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和中国数据的文科

（摘编自王学典《何谓“新文科”》）

材料二：

光明智库：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您认为，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

林文勋（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始

终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致力于揭示现实事物和外部世界的规律，因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变革世界和完

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当今时代，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只有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的高素质人才，才能通过发展跨文化交流，

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因此，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当前，中国正日益走向世

界舞台的中心。新文科应该不断推进跨国研究、合作与交流，新文科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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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目标，追踪学科前沿，提升服务社会的贡献度与美誉度。新文科还要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王博（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从学科建设

的角度，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新文科建设在坚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秉持天下情怀，更自觉

地把中国所处的世界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形成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客观认知。

近年来，北京大学通过南南学院和燕京学堂等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未来世界提供了彼此联系

的纽带。这提示我们，要让广大青年学子知中国、懂世界

（摘编自《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之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之所以都是从西方移植而来，是因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不具备学科分类的特点。

B.若没有三次对国外学科的移植，中国传统学术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现代学术也就不会产生。

C.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本质上是利用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的过程。

D.人文社会科学致力于用理论和方法论揭示现实事物和外部世界的规律，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虽说近百年前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文社会学科为谁培养人才的问题，但是当时

的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认识。

B.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仍未脱离西方学科体系，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建立中国特色

的学科体系是新文科的建设任务。

C.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思想武器追踪学科前沿，不断提升资政建言、服务社会的能力，是推进跨国交流、

建构人类命题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D.中国未来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这对新文科提出了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人才的要求。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不符合新文科要求的一项是

A.“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将城市规划等优势学科与管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机融合，其研究成

果促进了苏州名城保护相关法规的出台。

B.大数据、互联网、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浪潮，正极大地改变着学习和教育方式，应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

术

C.培养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

中国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