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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山东卷第 16 题 

提取信息类材料题 

1．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特色鲜明，又一脉相承。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摘编自张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成就与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生产资料类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倍数比较 

        类别 

    倍数 

比较年份 

钢 煤 石油 发电量 化肥 水泥 破酸 发电设备 碱 

1978 年/1953 年 23．5 9．4 236．5 35．6 222．9 22．8 34．8 806 11 

2003 年/1978 年 10．1 2．7 1．6 7．4 4．8 13．7 5．1 7．6 7 

据贾国雄《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1）根据上面图、表，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经济 GDP 增速、生产资料类工业品增速

的不同特征。 

（2）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谈谈你对这一观点

的认识。 

【答案】（1）不同特征；GDP 增速；改革开放前增长迅速，但波动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高位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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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生产资料类工业品增速：改革开放前生产资料类工业品增长非常迅速；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厚

积薄发的增长。 

（2）认识：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重在资源积累，为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或改革开放以来，吸取了前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强调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部署都统一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二者之间的演

进一脉相承。 

【详解】（1）不同特征；GDP 增速；根据材料中的趋势可以看出，GDP 增速方面改革开放前增

长迅速，但波动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高位平稳发展。根据数据可得出生产资料类工业品增速：改

革开放前生产资料类工业品增长非常迅速；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厚积薄发的增长。 

（2）认识：根据所学可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主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与准备的

角度理解 ，具体可概括得出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重

在资源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人口大迁徙，古已有之。然而，以哥伦布航行美洲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才真正激

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大潮。卷入其间者，粗略分来，不外两类移民：自愿性的移民和强

迫性的移民。自愿性移民大致为不同程度地基于主观愿望而奔赴海外者，或为改善自身的物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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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谋求致富和发展的机遇；或欲实现政治扩张、宗教传播之类的抱负。被迫性移民则是违背移

民主观愿望在外力胁迫下的人口移动。 

——摘编自沈坚《地理大发现与人口大迁徙》 

（1）读如图，指出图中序号所代表的迁移路径。 

（2）结合材料一的相关史实，从材料二中任选一类移民加以说明。 

【答案】（1）①英、法、荷、德（欧洲）等迁往北美②西、葡（欧洲）等迁往拉美③非洲人被迫

迁往美洲④华人向美洲和东南亚迁移 

（2）示例 1：自愿性移民。16 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伴随着欧洲国家对外殖民扩张，人口开

始大量移民海外。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开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

交通的进步，促使欧洲人口进一步向美洲、大洋洲、南非等地不断转移。 

16～19 世纪的自愿移民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世界逐步连成一个整体；加

速了落后地区的开发与进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世界

人口结构；同时也给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带来灾难。 

示例 2：强迫性移民：16 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为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行黑奴贸易，将大

量非洲人掠卖到美洲。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国门被打开，民众为生活所迫或被绑架欺骗，成为华

工劳力，被迫前往东南亚、美国等地。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被迫移民到英国殖民地。 

16～19 世纪的强迫性移民使印第安人遭遇种族灭绝；非洲丧失大量精壮劳动力，制约经济发展；

亚洲等地区也丧失大量劳动力造成经济发展滞后。欧洲凭借发达的生产力与先进的武器，缓解自

身人口压力，加速了资本积累。改变了世界人口结构，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不同文化

的交融。 

【详解】（1）图中①箭头是去美洲，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英、法、荷、德（欧洲）等迁往北美；②

箭头是前往拉美，南美洲主要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故西、葡（欧洲）等迁往拉美；③箭

头是非洲前往美洲，主要是和黑奴贸易有关，故非洲人被迫迁往美洲。④箭头人口从中国流出，

华人向美洲和东南亚迁移。 

（2）结合第（1）问中的迁移路径，根据材料二“自愿性的移民和强迫性的移民”的信息，可以将

人口迁移分为自愿性移民和强迫性移民两种。关于自愿性移民的阐述，结合所学知识可从新航路

开辟的影响（主要涉及殖民扩张、黑奴贸易）；资本主义扩张（工业革命推动、世界市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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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进步和文明交流等角度进行阐述，有理有据即可。关于强迫性移民，结合所学知识可从

欧洲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屠杀印第安人；黑奴贸易；工业革命后贩卖华工等史实（涉及原因和

影响）进行阐述，有理有据即可。 

3．几千年来，外来作物的传入逐渐淡化了本土作物的地位，并通过作物嬗替、取代，建立了新

的作物组合形式，从而改变了农作物的地理格局。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中国古代主要农作物原产地与传入时间 

作物 

原

产

地 

传入时

间 
作物 原产地 

传入

时间 
作物 

原

产

地 

传入

时间 

水稻粟

黍大豆 

中

国 
 亚麻 地中海 汉代 

大麻 

（油用） 

中

国 
 

冬小麦 
西

亚 

4000 年

前 

苎麻大麻（纤

维） 

桑 

中国  芝麻 
西

亚 
西汉 

春小麦 
未

定 
西汉 

棉 

木棉 未定  

油

菜 

春种

油菜 

中

亚 
东汉 

荞麦 
东

亚 
 树棉 南亚 

3000

年前 

大麦 

地

中

海 

3000 多

年前 

亚洲草棉

（中棉） 

原产南亚，中

国培育为草

本 

宋元

间 

秋种

油菜 

地

中

海 

元代 

玉米甘

薯马铃

南

美 
明代 非洲草棉 非州 

公元

初 
花生 

南

美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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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 陆地棉

（美棉） 
美洲 

19 世

纪 

——据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分类提取如表反映的外来作物与本土作物嬗替的基本信息，并分别说明其最终形成的农作物地理

格局。 

【答案】粮食作物：源于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有水稻、粟、黍、大豆等，随着小麦、玉米、甘薯、

马铃薯等的传入及推广，粟、黍等旱地作物的种植空间受到压缩。逐渐形成了北麦南稻的种植格

局。 

纤维（纺织）作物：源于中国本土的纤维作物有桑、麻等，随着外来不同棉花品种的传入及其更

替、推广，棉花（陆地棉）成为主要的纤维作物。由于陆地棉的引进及改良推广，形成了全国种

植棉花的格局。 

油料作物：源于中国本土的油料作物主要是大麻，西汉以后，芝麻、油菜、花生等相继传入，并

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形成了北方大豆、花生，南方油菜的种植格局。 

【详解】基本信息和格局：首先通过阅读题目，了解题目要求；然后阅读表格内容，根据表格信

息，结合所学知识，按照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分类，并逐一阐释分类的理由和各自形

成的格局；如根据表格，可将源于中国本土的水稻、粟、黍、大豆和外来的小麦、玉米、甘薯、

马铃薯等归入粮食作物，将其分类后，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格局变化，即粟、黍等旱地作物的

种植空间受到压缩，外来作物推广，逐渐形成了北麦南稻的种植格局；而将中国原产桑、麻和传

入中国的棉花等，归为纤维作物，这一分类完成后，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格局发生的变化为，棉

花（陆地棉）成为主要的纤维作物，形成了全国种植棉花的格局；最后再将源于中国本土的大麻，

外来的芝麻、油菜、花生等归为油料作物，说明我国油料作物最后形成了北方大豆、花生，南方

油菜的种植格局；解题过程注意分类标准科学，层次清楚，说明简洁，表述完整。 

4．图 1、图 2、图 3 均为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的形势图（局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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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 1、图 2、图 3 分别是哪一历史时期的形势图？ 

（2）根据三幅形势图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历史发展趋势并加以说明。 

【答案】（1）图 1 为南北朝形势图，图 2 为战国形势图，图 3 为金、南宋、西夏形势图。 

（2）示例：趋势：民族交融趋势加强 

说明：春秋时期戎狄蛮夷在与中原各国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中，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进入战国

之后，他们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南北朝时

期，北方内迁民族学习汉族典章制度，接受儒家文化，移风易俗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北方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宋金时期，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为持久和稳定，民族交融趋势进一步加强。 

【详解】（1）形势图：根据图 1 关键信息“北齐、后梁、北周”可以判断出是图 1 为南北朝形势图；

根据图 2 关键信息“赵、魏、韩”可以判断出图 2 为战国形势图；根据图 3 关键信息“临安、大散关”

可以判断出图 3 为金、南宋、西夏形势图。 

（2）趋势及说明：本小问为开放性试题，答案言之成理即可。结合三幅图和所学知识可知，关

于本题作答可从春秋战国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阐释可从春秋时期产生华夏认

同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及宋金时期民族在战争和交往中进一步融合的角度作答即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