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题 

观察下图，图中的犁耕方式开始于 

 

A. 春秋战国 

B. 西汉后期 

C. 三国两晋 

D. 隋唐时期 

   

【答案】B 

【解析】从图中看出，耕作时，两牛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

犁，一人在后扶持犁把，这是二牛抬杠耕作法，二牛抬杠则是一种二

牛一人的牛耕方式。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最早出现于西汉初年，故选

B。 

 

 

 



选择题 

唐代民间工匠必须在官府作坊服差役，从事一定天数的无偿劳役；宋

代工匠服官府差役，官府会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

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表明 

A.铸钱作坊带动了生产领域流通 B.宋代工匠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

高 

C.宋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D.唐代民间工匠的技术水平低于宋代 

【答案】B 

【解析】 

从唐朝时期的民间工匠无偿为政府赋役到宋朝时期政府给予民间工

匠一定的“雇值”的做法可以看出，宋代工匠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

B正确；AD与材料无关，排除；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后出现的，

C排除。故选 B。 

 

 

 

选择题 

在我国南海某处打捞起来的古代沉船中，发现了大量白瓷、青花瓷、

珐琅彩等瓷器。请推断，这一沉船事件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一个时期 

A. 唐朝 B. 宋朝 C. 明朝 D. 清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题难度为小。结合所学，在白瓷、青花瓷、粉彩等瓷器中，粉彩瓷

出现在清朝，出现时代最晚，故选 D。 

 

 

 

选择题 

观察下图 （太湖地区东晋至清各代水旱灾害比较示意图》，根据图中

数据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能得到的合理结论是 

 

A.经济发展水平与水旱灾害次数成反比 B.政治制度完善与水旱灾害

次数成正比 

C.农耕经济发展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D.两宋时期水旱灾害较多导

致经济倒退 

【答案】C 

【解析】 

据图示内容可知，太湖地区的自然灾害多放生在元明清时期，这与明

清时期当地农耕经济发展，过度开垦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关，故

选 C；东晋至吴越时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水旱灾害次数较少，



排除 A；政治制度是否完善无法控制灾害的发生次数，排除 B；两宋

时期经济发达，并没有因为水旱灾害导致经济倒退，排除 D。故选 C。 

 

 

 

选择题 

唐代诗人张籍在《贾客乐》描述了商人“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

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其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A.农民赋税沉重，被迫弃农经商 B.商人为追逐利润往来奔波 

C.商人好逸恶劳，弃农经商 D.商人赋税沉重，被迫弃商经农 

【答案】A 

【解析】 

材料“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体现的是农民赋税沉重，被

迫弃农经商，A正确；BCD与材料无关，排除。故选 A。 

 

 

 

选择题 

有学者认为，“传统上人们对贫穷抱有道德中立的认知”，但明朝晚期，

“人们越来越怀疑贫穷是短视和懒惰的结果”。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

因是 

A. 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 



B. 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价值观变化 

C. 贫富分化和道德沦丧现象日益严重 

D. 反正统思想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 

【答案】B 

【解析】 

明代时人们对待贫穷态度的变化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原

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故选 B项；明代还没有产生新兴的资

产阶级，故排除 A项；材料主要反映了人们对待贫穷态度的变化，没

有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和道德沦丧的问题，故排除 C项；反正统思想有

明一代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故排除 D项。 

 

 

 

选择题 

16世纪末到 19世纪初，马尼拉帆船贸易，在浩渺的太平洋上开辟了

一条丝绸之路。藉此，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拉丁

美洲各地；反过来，美洲的烟草、玉米、甘薯，以及墨西哥的银元等

传播到中国。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开辟 

A. 引起了菲律宾的“价格革命” 

B. 加快了美洲的资本原始积累 

C. 促进了中国工商业市镇的发展 

D. 中国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答案】C 

【解析】 

由材料“16世纪末到 19世纪初”“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源源不断地

输入拉丁美洲各地；反过来……银元等传播到中国”并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专业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故

选 C。银元是流入中国，而不是菲律宾，故不可能引起菲律宾的“价

格革命”，排除 A；美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是原料和贵金

属输出，故 B项说法不成立，排除；中国是在 19世纪中期才开始卷

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排除 D。 

 

 

 

选择题 

在四川新繁和成都出土的汉代《市井》画像砖上有汉代“市”的景象：

市列分明，商肆整齐，“市楼”矗立于市井中央，在其上可以“俯察百

隧”。这反映出( ) 

A. 汉代政府对市场贸易进行垄断 

B. 四川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 

C. 《市井》画像的景象与史实不符 

D. 汉代的市场监管较为严密 

【答案】D 

【解析】 



试题材料中体现不出市场垄断的信息，故 A项错误；材料中体现市场

管理，不是经 

济发达，故 B项错误；《市井》画像能反映一定的史实，故 C项错误；

材料中 “市楼”矗立于市井中央，在其上可以“俯察百隧”，说明政府

对市场管理比较严格，故 D项正确。 

 

 

 

选择题 

西欧开辟新航路的最根本原因在于 

A.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B.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传统商

道 

C.指南针已在欧洲得到普遍使用 D.西欧航海家们都相信地圆学说 

【答案】A 

【解析】 

欧洲经济的发展为新航路开辟提供了物质基础，属于根本原因，故选

A；B是直接原因，排除；CD是新航路开辟的条件，排除。故选 A。 

 

 

 

选择题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成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是因为英国最早具备了技



术、市场等经济条件；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建立了

君主立宪制度；又有学者提出，煤铁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等自然条件

是其重要因素。据此可知，关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认识 

A. 只能有一种正确合理的观点 B. 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 

C. 缺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观察 D. 后期学者研究比传统观点可信 

【答案】B 

【解析】材料信息有关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研究视角有：经济

角度、政治角度、自然因素角度，这说明对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

的认识越来越多元，故 B项正确；历史研究没有唯一正确的观点，研

究角度不同，观点也就不同，故 A项错误；材料中的英国最早具备经

济条件、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英国自然条件优越等，这些视角都

是基于对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而得来的，故 C项错误；后期的研究

未必比传统观点更为可信，故 D项错误。 

 

 

 

选择题 

1842年，《英国劳工人口状况报告》出版，针对大城市死亡人数甚至

超过出生人数，提出首先和最重要的办法，同时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就是修建下水道，移除生活场所、街道和马路上的垃圾，以及供水系

统的改进。六年后，英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颁布。这反映出英国

城市化 



A. 降低了人口平均寿命 

B. 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C. 造成了城市环境的严重破坏 

D. 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答案】B 

【解析】工业革命导致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样城市化过程中问题众多，

政府颁布并实行众多措施、比如颁布法律维持公共卫生，这说明城市

化过程中管理城市的水平随之上升。故 B正确；人口寿命提升没有体

现，故 A错误；材料明显有利于城市环境优化，故 C错误；贫富分化

不是材料体现主旨，故 D错误。 

 

 

 

选择题 

科技史专家丹皮尔认为，以前的发明主要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技

术家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后来“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研究，

“开始走到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

下列发明中，属于后者的是 

①蒸汽机 ②汽车 ③骡机 ④电灯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C 



【解析】 

材料“后来‘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研究”强调的是科学与技术的

密切结合，其中汽车和电灯都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产物，C符合题意；

蒸汽机和骡机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此时科学与技术尚未

结合，因此 ABD排除。故选 C。 

 

 

 

选择题 

机器大工业造成的跳跃式扩展生产的能力,使原料和销售市场成为发

展生产的唯一限制。正如德国首相标洛宣称:“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殖

民,而是我们必须殖民,不管我们是否想殖民。”由此可知( ) 

A.欧美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B.殖民扩张成为拓展市场的唯一手段 

C.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D.工业革命驱动欧美不断地拓展市场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为满足生产的发展，需

要冲破“原料和市场”不足的“限制”，去殖民扩张，D 项正确；工业革

命后的积累不再是原始积累，A项错误；殖民扩张只是拓展市场的有

力手段之一，不是唯一手段，B项错误；材料分析的是开拓市场的原

因，不是殖民扩张的结果，C项错误。 

 



 

 

选择题 

所密认为，分工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其原因是：第一，分工能使劳

动者的熟练程度得到提高；第二，分工使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可

以节省与生产有关的直接劳动时间；第三，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工作

的人较容易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斯密的理论 

A.从根本上否定了英国传统重商主义政策 B.促进了专业技术工人经

济地位的提高 

C.反映了英国成为工业强国时的外贸特征 D.适应了工业资产阶级扩

大生产的需要 

【答案】D 

【解析】 

斯密认为“分工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势必

重视生产工具的发明，从而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以“分工”来

提高“生产率”，增加商品总量，因而适应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扩大商

品生产的需要，故选 D；材料没有涉及与重商主义的比较信息，排除

A项；“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

着公认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排除 B；材料未涉及外贸问题，排除 C。

故选 D。 

 

 



 

选择题 

下表为德国劳动力比重变化表，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时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882年 

42% 

39% 

19% 

1907年 

35% 

42% 

23% 

   

   

A. 德国农业经济渐趋衰退 

B.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C. 德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D. 德国结束分裂完成统一 

【答案】B 



【解析】从 1882年与 1907年德国在三个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我

们能看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有所增加，第一产业有所

降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得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德国的影

响，因此本题选择 B选项。A选项错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劳动力比

重的下降就得出这一结论；C选项错误，材料无法体现出德国走向资

本主义道路这一内容；D选项错误，材料没有说明德意志统一的内容。 

 

 

 

选择题 

某史学家提出用“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展次

序来代替“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发展次序。这一历史分期法旨在

强调 

A.资本主义在西方不断扩展的历史进程 

B.人类由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C.西方在世界文明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 

D.海外贸易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意义 

【答案】C 

【解析】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

展次序是以西方为中心来叙述的，故 C正确；这一历史分期法不是强

调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故 A 错误；这不是全球史观的表现，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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