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妈祖文化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尊崇、信仰妈祖过程中遗留和传承下来的物质及精神财
富，是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瑰宝之一。

妈祖信仰产生于宋朝，最初妈祖传说流传于福建湄洲及其附近地区，其神迹也以救助
小规模落难民众和船只为主。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由
于“通贤神女”桅樯护使，返航平安，路允迪上奏宋廷，妈祖第一次取得恩赐“顺济”
庙额，奠定了往后妈祖历次封号逐步提高的关键。从北宋宣和五年赐庙额“顺济”至
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赐封号“显济”，前后达140年。到元代，开始以“天妃”
晋封妈祖，还添加了“护国”、“庇民”的名号，这都是为庇护漕运而加封的。明朝
对妈祖的褒封有2次，褒封的规格沿袭元朝，郑和七下西洋有遇险受到妈祖庇护而脱
险的记载。清朝施琅收复台湾，完成了统一台湾的大业，这期间妈祖澎湖助战等传说
不胫而走，康熙初封妈祖，雍正册封妈祖为“天后”，这是历史上官方对于妈祖的最
高册封。

——据周金琰《妈祖是海洋精神的一面旗帜》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至明清时期妈祖信仰的变化，并简述产生变化的
原因。



【答案】（1）变化：范围由湄洲一带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由民间祭祀
到官方认可；职能由护佑民间发展到护佑国家（维护统一，促进经济发
展）；地位由普通神女发展为众海神之上乃至天后。

原因：妈祖信仰在民间广泛流传；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地位的提
升）；海外贸易的发展；统治者巩固统一的需要；统治者为获得政治与文
化认同，缓和民族矛盾。

（2）弘扬乡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发展；发展地方旅游事业，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利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海洋强国战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



比较图1、图2，提取两项有关全球范围内海上商贸之路历史变迁的信息，
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12分)

2.（12分）



示例一 信息：从区域性的海上航线延伸为全球性的海上航线。

说明：古代海上商贸之路基本上集中在亚非地区；新航路开辟后，海上商
贸之路延伸为全

球性的交通网络。

示例二 信息：从以中国为主导到以欧洲为主导。

说明：明中叶以前，中国国力强大，一直掌握着海上商贸之路的主导权；
随着新航路的

开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欧各国逐渐掌握了海上商贸
之路的主导权。

示例三 信息：从和平之路逐渐演变为扩张掠夺之路。

说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来，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
化交流，一直

是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新航路开辟以来，伴随着欧洲人的是劫掠、征服、
殖民。



3.全球海路的开辟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新兴的太平洋贸易成为新
的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5分)

材料 西班牙人开展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始于1565年，正值明朝政府开始推行开
海贸易政策。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满载美洲白银及商品的大帆船，从墨西哥驶往菲
律宾马尼拉。这引起把银视为至宝的中国商人的兴趣，努力扩展对菲出口贸易。中国
船队所载货物到达马尼拉，即被转装到待航墨西哥的大帆船上。大帆船把盛产白银的
美洲和银价昂贵的中国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生产的生丝与丝绸大量运销于需求特别强
大的美洲市场，西班牙人获得的贸易利润惊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渐成世界
海上霸主，逐渐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自由贸易的世界大潮冲击下，以垄断
为特色的“大帆船贸易”的地位急剧下降，绵延250年的太平洋“大帆船贸易”遂告
终结。

——摘编自张顺洪等著《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大帆船贸易”兴起的主要条件。(8分)

(2)根据材料，归纳“大帆船贸易”的主要特点，指出“大帆船贸易”衰落的原因。(8
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大帆船贸易”对各大洲发展进程的影响。(9分)



[答案] (1)主要条件：新航路的开辟；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明朝开
放海禁；中国商人积极参与；中国与美洲市场的互补。(8分)

(2)主要特点：西班牙垄断贸易；白银交换商品。

原因：英国确立海上霸权；自由贸易潮流的冲击。(8分)

(3)影响：提供资本原始积累，促进西欧经济转型；白银流入促进
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繁荣；美洲财富被大肆掠夺；黑奴贸易加剧非
洲的贫困与落后。(9分)



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分）

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
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
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
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
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
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
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
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
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
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救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
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
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
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朝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7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和英国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12分）



【答案】（1）特点：明朝：政府消极应对；防疫重点主要集中在灾后赈
济救助方面；防疫措施呈零散性、偶然性特征；防疫措施迷信色彩深厚。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周密部署，构建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防疫工作制度化；防疫措施科学、进步。

（2）背景：明朝：明朝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期，政府腐败社会动荡；小
农经济占主导；思想观念落后、愚昧。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
的加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兴起；人文主义的发展。

影响：明朝：导致疫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动荡，是明朝灭亡的重
要因素之一。英国：为鼠疫从英国消退奠定了基础；有利于都铎王朝统治
的持久稳固；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

（3）积极作用：推动了民族觉醒；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近代
民主革命的发展（近代化）



5.  材料一 从不平等条约产生的那一刻起，清政府便开始了反抗斗争，但收效甚微。

1917年8月，中国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在此之前中国与德、奥两国所
有条约以及国际协议无效。

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坚持斗争，加上美英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日本同
中国在会外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由此，山东问题终得以
解决。

苏俄政府因外交孤立，意欲拉拢中国，从1919年7月起，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
1924年在平等条件下中苏两国重订了新约，恢复了一定的平等权益。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
等租界，和主要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签订了关税新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不久，南京
政府便首次自主地修订颁布了《海关进口新税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废止中德、中意、中日间
所有旧条约。1943年，中国同英、美等签订了《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
问题之条约》，之后陆续与其他在华享有各种特权的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至此，
一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皆告废止。

——摘编自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等



材料二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分为四个时期：

一、酝酿期：明治政府向列强表达修约意愿，并派使团赴欧考察和修约，但遭到拒绝。

二、胶着期：19世纪70年代寺岛外务卿把修约重点放在修改关税上，因列强反对，进展
缓慢。1880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把修约的重点放在治外法权上，关税仅是修改现行
税率。并推行欧化政策和媚外外交，遭到民权人士的反对而下台。

三、基本完成期：1888年新任外相大隈重信则采取较强硬的外交策略，以美、德、俄作
为修约谈判的突破口，提出在与美、俄等国签订新约的5年后，废除领事裁判权，得到
美、德、俄三国的同意。19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日政策发生根
本性变化。1894年7月，日本同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
部分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此后，其他列强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四、最终完成期：1910年日本向各国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
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纷与日本签订条约，表示放弃关税协定权。至此，日本修改不平等条
约的任务宣告完成。

——摘编自牛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因。(10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日两国修约特点有何异同。分析废除不平等
条约对两国的意义。(15分)



答案：(1)原因：利用一战、二战的契机；利用国际会议列强之间的矛盾；
抓住苏联(俄)急需获得承认而放弃在华特权的机会；民族主义情绪和国人的
支持；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和英美为鼓励中国人民继续抗战。(其他合理答
案也可)

(2)异：中国废约持续时间长，日本时间短；中国先关税主权，后治外法权
(领事裁判权)，日本先治外法权，后关税主权。(其他合理答案也可)

同：中日两国政府的修约努力；修约过程曲折艰难；(其他合理答案也可)

意义：收回了国家主权，洗刷两国近代的耻辱，提高国家地位；对两国民
族工商业有一定保护作用，增加财政收入；增强两国人民的自信心，更加
融入国际社会；领事裁判权的收回也促进了两国司法改革。(任答三点即可)



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鞍钢”发展大事记

1916年，日本政府批准投资建立鞍山制铁所。

1918年，鞍山制铁所正式成立。

1931年，重组后改名为株式会社鞍山昭和制钢所，属满铁的子会社。

随着日本军备规模扩大，鞍钢生产规模也得到较快发展。

1943年，生产能力最高，当年生产生铁130万吨、钢84.3万吨、钢材49.5万吨。

1945年9月－11月，苏联红军将鞍钢的主要机械设备连同其他一些物资共达七万余吨拆卸运走，鞍钢整个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为
零。

1948年，东北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钢公司，开始恢复生产。

1950年，中苏签定《中苏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协议书》。

1952年，鞍钢三大工程之一的无缝钢管厂动工建设。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国家集中力量建设鞍钢。

1957年，鞍钢生铁产量达336.1万吨，钢291.07万吨，钢材192.39万吨。国家投资17.59亿元，上缴利润22.4亿元。为此，鞍钢
名副其实成为新中国第一大型钢铁基地，被誉为祖国的钢都。

——摘编自陈正斌主编《鞍山志·鞍钢卷》

材料提供了一个中国近、现代企业发展的案例。围绕这一案例，任意选取一个角度，并对其进行历史解释。（12分）（要求：
角度明确；逻辑清晰；史实准确；表达顺畅。）



示例 1：角度：民族独立是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前提。（2 分）

历史解释：鞍钢诞生在 20 世纪初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从诞生时起，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经营与控制。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鞍钢沦为日本法西斯对外扩张的战略物资基地。抗战胜利后初期，鞍钢受到前苏联的控
制，生产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独立的实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指导下，鞍钢才得以作为真正
的民族工业走上独立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由此可见，民族独立是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前提。
（8 分）

（格式规范，字迹工整，解释恰当，逻辑清晰）（2 分）

示例 2：角度：资金、技术、政策是工业化发展的保障。（2 分）

历史解释：鞍钢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代表企业之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企业的发展在资金和技术
上都依赖外国，政策上更是被迫服务于列强，形成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特点，难以独立、健康的发展。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工业化建设，对鞍钢等大型工业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同时通过与苏联签订技术援
助协议，给予鞍钢在技术上的支撑与保障。“一五计划”期间，在政策上，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力
量建设鞍钢，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可见，资金、技术、政策是工业化发展的保障。（8 分）

（格式规范，字迹工整，解释恰当，逻辑清晰）（2 分）

示例 3：角度：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历程艰难与曲折。（2 分）

历史解释：鞍钢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代表企业之一，从诞生起就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压制与阻碍，先天补足、后天畸形。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期，鞍钢先后沦为日本
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物资生产基地和苏联的物资与技术掠夺对象，工业化发展遭遇曲折。由此可知，中国近
代工业发展历程艰难与曲折。（8 分）

（格式规范，字迹工整，解释恰当，逻辑清晰）（2 分）



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英国西北部大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 年，伯明翰、曼彻斯
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
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
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
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
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外观和格局、城市生活的内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令人惊
奇的、迅速改变。……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大学的农民子女毕业后，许多人在城市找到了
新的职业；由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减少，第二、三产业则逐步发展，农村人口也有向乡镇、县市和区域性
中心城市转移的趋势。因而，中小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当前，北京、上海等城市还有向世
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从北到南还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
圈。这些经济圈实际上也是一个城市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化对应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
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摘编自王鸿生《中国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和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上半期英国城市社会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6
分）



答案（1）变化：工商业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年轻人择业和家庭观念更趋自

由化；机器应用于社会生产；工人经济地位下降，生活极度贫困；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加剧。（4分）

原因：工业革命促进工商业城市兴起；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工业资

产阶级掌握政权，攫取经济利益。（4分）

（2）特点：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城乡统筹兼顾；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中小

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迅速；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

（3分，答出2点即可）意义：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保障城市居民基本权利，提高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分，答出2点即可）



8、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图3、图4、图5是中国古代三个历史时期的政区图。

－－摘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1)请判断图3、图4、图5分别所属的历史时期并说明理由。（9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对西北边疆地区治理的积
极作用。（5分）



（1）图3是唐朝。（1分）

理由：西北边疆地区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东北靺鞨地区设立黑水都督府；

北方有回纥、突厥少数民族政权；西有吐蕃少数民族政权；西南有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

东南有流求；地方设立道。（2分。答任意2点，得2分）

图4是西汉。（1分）

理由：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北方有匈奴少数民族政权；东北有鲜卑、肃

慎、夫余少数民族政权；地方设立州作为监察区；都城为长安。（2分。答任意2点，得2

分）

图5是清朝。（1分）

理由：设奉天府；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远东边界；建立新疆管理西北；

建立乌里雅苏台管理外蒙古；管理西藏；东南建立台湾省。（2分。答任意2点，得2分）

（ 本设问若历史朝代判断错误，所答的理由一概不给分）

（2）积极作用：证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

的统一与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开发；有利

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或答：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亦可）。（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