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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4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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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要求 考题统计（2021—2023） 备考建议

晚清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3 年 8 考（选择题 8 次）

旧民主主

义革命时

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

争、探索与向西方学习

3 年 24 考

（选择题 20 次，非选择题 4 次）

3 年考查较多，集中在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

争、探索与向西方学习，

复习时候把握向西方学习

的几个阶段。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

3 年 16 考

（选择题 11 次，非选择题 5 次）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

期 中共开辟革命新道路
3 年 4 考

（选择题 2 次，非选择题 2 次）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3 年 25 考

（选择题 20 次，非选择题 5 次）

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

义革命分界点三年考查较

多，复习时把握五四运动

的影响。抗日战争也是重

点内容，复习时候结合世

界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

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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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点 1  晚清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核心提炼 1．晚清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战争 国家 侵略国家 结果和影响

鸦片战争 1840—1842 年 英国 英国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首先打开中

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 年 英国、法国 英、法通过条约攫取了更多的利益，俄国侵占

中国 150 多万平方千米领土，中国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程度加深

英、俄侵略新疆 1864—1884 年 英国、俄国 清政府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在新疆设省，使西

北边疆渡过了危机，但也丢失了部分领土

中法战争 1883—1885 年 法国 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

甲午中日战争 1894—1895 年 日本 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

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 年 英、法、德、

俄、美、日、

意、奥匈

中国被迫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

匈、比、荷、西 11 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核心提炼 2．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条约 主要内容 影响

《南京条约》《虎

门条约》《望厦条

约》《黄埔条约》

割让香港岛、赔款 2100 万银元、协定关

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

待遇、通商口岸传教权等

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关税、司法、贸易等

主权，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英、中法《天

津条约》、《北京

条约》、中俄《瑷

珲条约》《北京条

英、法获取了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

以及内河航行权等大量权益；准许华工出

国；鸦片以“洋药”名义纳税进口，实现

了鸦片贸易合法化。俄国占领了黑龙江以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半殖民

地化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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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余万平方千米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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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地，还把其提出的边界走向强加给中

国，为此后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根据

《马关条约》 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

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

款 2 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

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

岸设厂制造

证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刺激了列强瓜分

中国的野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改

变了远东地区的国际格局；促进了中国的

民族觉醒。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辛丑条约》 惩办“首祸诸臣”；赔款 4.5 亿两，39 年还

清；将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中国人不

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拆除大沽及有

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各国可驻

军；禁止华北科举考试 5 年；禁止中国人

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之会”

使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的工具；加剧了中

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使馆界”实际上

成为“国中之国”；列强驻军严重破坏了

主权完整。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深渊

【真题研析】

1．（2023·辽宁卷）1842 年，清廷拟照英军兵船式样造新船，“并以船炮图说，饬江苏、福建、浙江三省

督抚详勘”。浙江巡抚认为现有旧船“虽不能争胜于外洋，尚可牵制于内港”，“与其务高大之名”，不若造

“适用之船”，其他督抚亦有相似意见。道光皇帝遂决定“暂缓办理”。这反映出（   ）

A．因循守旧思想阻碍革新 B．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

C．中体西用思想影响广泛 D．清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清廷拟照英军兵船式样造新船，但是浙江巡抚等人却认为英军兵船空有“高大之

名”，这反映出因循守思想阻碍革新，故 A 项正确；材料未体现中央与地方矛盾尖税，排除 B 项；材料反

映了因循守旧思想阻碍革新，未体现中体西用思想影响广泛，排除 C 项；材料与行政效率无关，排除 D 项。

2．（2023·北京卷）关于鸦片战争，有人认为，“自由贸易者背后的经济能力极其强大，无法遏制或阻挡”

“如果在鸦片之外还有其他好的选择，比如说糖蜜或者大米，这场冲突就可能被称为糖蜜战争或者大米战

争”。对于上述观点，认识正确的是（   ）

①滥用了自由贸易原则            ②混淆了毒品与一般商品的区别

③没有揭示英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        ④意在说明英国发动战争是偶然事件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该学者将鸦片战争完全归因于自由贸易，是不科学的，滥用了自由贸易原则，①

正确；根据材料可知，该学者将鸦片贸易和一般商品等同，混淆了毒品与一般商品的区别，②正确；结合

所学知识可知，鸦片战争的本质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而对中国进行的侵略，而该学者没有看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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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中国的本质，完全归因于自由贸易，③正确；根据材料可知，该学者认为自由贸易背后的经济能力极

其强大，就算不是鸦片，英国还会以别的理由打开中国的市场，因此该学者认为英国发动战争是必然的而

非偶然时间，排除④。故选 A 项。

3．（2023·湖北卷）鸦片战争后，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随之发生改变。

《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初制定的海禁律例从根本上被打破。1870 年，《大清律例》新增打击拐卖人口出

洋、允许华民出洋务工的条文。1909 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以保护海外华侨。上述材料说明

（   ）

A．清廷改革受西方法律影响明显 B．条约体系与中国国内法关系密切

C．清朝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 D．清政府通过调整法律以应对时局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鸦片战争后……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随之发生改变……《大清律例》新增打击拐卖人

口出洋、允许华民出洋务工的条文……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以保护海外华侨”可知，鸦片战争

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政府原有的律例内容如海禁等规定被逐渐打破，还新制定了打击拐

卖人口、保护海外华侨的法律规定，可知清政府通过调整法律以应对时局，故 D 项正确；材料未提及清朝

借鉴西方法律，排除 A 项；《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初制定的海禁律例从根本上被打破，这体现了条约对

中国国内法的影响，但这不能概括题干中清朝根据局势变化修订和新出台法律等相关信息，排除 B 项；清

政府并未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排除 C 项。

知识点 2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争、探索与向西方学习

核心提炼 1．开眼看世界的代表

背景 ①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仍处于封闭、愚昧与腐朽

②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代表 林则徐 魏源 徐继畬

著作 《四洲志》 《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

—

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之一，被誉为

了解外国知识的“百科全书”

概况

地位

林、魏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

中国近代第一部世

界地理著作

影响 初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主张

核心提炼 2．洋务运动：中国早期近（现）代化的尝试

背景 两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当权人物看到了欧美国家的船坚炮利；中外关系暂时缓和。

目的 “自强”“求富”

内容 ①创办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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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办民用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 

③创办学校，派员留学：如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翻译馆、幼童留学生等

④建设新式海军：如北洋舰队 

评价 积极：①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②近代西方的工程技

术、科学理论及社会改革等内容展现在国人面前。

消极：①未能达到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的目的；②其初衷不是改变封建统治，只是引进

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失败是必然的。

核心提炼 3．戊戌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

背景 过程 内容 失败及原因 意义

戊戌变法 ①西方列强掀

起了瓜分中国

的狂潮，民族

危 机 日 益 加

剧；②民族资

本主义初步发

展，民族资产

阶 级 力 量 壮

大；③维新志

士们宣传维新

思想

①公车上书

拉开了维新

运 动 的 序

幕；② 1898

年 6 月 11 日

开 始 的 103

天是高潮；

③ 1898 年 9

月 21 日，戊

戌政变，变

法失败

在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

育等领域

①守旧势力很

强大②维新派

缺乏可靠的社

会基础，没有

严密的组织，

又把希望寄托

于并未完全掌

握实权的皇帝

身上

①一定程度上

冲击了旧式官

僚体制、冲击

了封建制度；

②维新派提倡

新学，主张兴

民权，对封建

思想文化进行

了抨击，在社

会上起到了启

蒙作用，促进

了中国人民的

觉醒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

签订后，遭受

重挫的清政府

试图“自救”
—

改革官制，编练

新军，倡导创办

工商业，推行教

育改革

政权掌握在腐

败无能的权贵

手中，清政府

不可能为中国

找到真正的出

路

客观上促进了

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

但并没有使清

政府摆脱内外

困境，很快革

命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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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研析】

1．（2023·重庆卷）如图为 1908 年著名漫画家马星驰创作的一幅时事漫画（局部），它反映了（   ）

A．列强在华利益彼此冲突对立 B．清廷力拒外资实现铁路国有

C．攫取路权是列强扩大侵华的工具 D．东北地区成为列强在华争夺焦点

【答案】C

【解析】根据漫画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20 世纪初，英国、俄国、日本都注重瓜分中国的路权来达到

夸大在华利益的目的，并且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达成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同盟，故 C 项正确；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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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利益彼此冲突对立，与前述瓜分中国的同盟的史实相反，排除 A 项；清政府力拒外资实现铁路国有与

清政府表面“国有”实则出卖铁路主权的史实相反，排除 B 项；英国主要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并

不在东北，排除 D 项。

2．（2023·福建卷）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地的新设民族企业，常到上海、广州、厦门以较高的工资觅

雇工人。这一现象可用于说明当时（    ）

A．产业工人的待遇丰厚 B．资产阶级的救国实践

C．通商口岸的产业优势 D．晚清政府的政策支持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常到上海、广州、厦门以较高的工资觅雇工人”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上海、广州、

厦门这些通商口岸的工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等接触较早、较深入、较全面，有较大的优势，故中

国各地的新设民族企业为了自身企业的发展会到上海、广州、厦门以“较高工资”觅雇工人，故 C 项正确；

材料提到上海、广州、厦门的工人待遇较好，不代表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待遇丰厚，排除 A 项；材料强调的

是“民族企业以较高的工资觅雇工人”，与“救国”无必然关系，排除 B 项；材料强调的是“民族企业以

较高的工资觅雇工人”，与“晚清政府政策是否支持”无必然关系，排除 D 项。

3．（2023·广东卷）晚清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企业；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二者的共同点

是（    ）

A．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B．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

C．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经营方式 D．瓦解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目的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

固统治，中国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日本明治维新以巩固天皇政权，实现民族振兴为己

任，故 B 项正确；洋务运动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封建性企业，民用工业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但

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排除 A 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经营方式，日本殖产兴业是

建立官营工 厂，扶植民营企业，排除 C 项；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指导之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

统治，排除 D 项。

4．（2023·海南卷）轮船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模式。创办初期，李鸿章通过允许其承运官

物、免税、贷款和缓息等多种途径，使它在与外国轮运公司的竞争中未曾处于劣势。从 1874 年到 1892 年，

年年盈利。由此可知，该局（   ）

A．得益官方扶助，实力匹敌洋商 B．过于依赖官方，不利自身成长

C．专意谋取贴补，影响竞争公平 D．享有垄断特权，助推同业发展

【答案】B

【解析】材料强调，1874 年到 1892 年轮船招商局年年盈利，但盈利原因是因为官方扶持，如允许其承运

官物、免税、贷款和缓息等，而不是依靠自身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等，这并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故

B 项正确；材料只是强调轮船招商局在创办初期不处于劣势，不等于实力可以匹敌洋商，排除 A 项；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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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属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目的是为军用企业提供资金，故“专意谋取贴补”的说法错误，

排除 C 项；材料只是强调轮船招商局得到官方扶持，不等同于“享有垄断特权”，排除 D 项。

5．（2023·湖北卷）下表是有关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的描述，对此解读最准确的是（   ）

来源 内容

太平天国方面
躯长大，面微圆而白，鼻高耳圆而小，其声音响亮而沉重，笑时屋为之震，有极大之

膂力与极敏捷之知觉

清廷方面 身材魁硕，赤面高颧，有须，粗通文墨，素无赖，日事赌博；体质肥钝，了无异人处

民国前后革命党人 面长丰满，红须，手垂过膝；身干长大，富雄姿，豪迈博学，治《春秋》《汉书》

A．不同史料对人物的记载不同 B．不同的描述体现人物的多面性

C．不同立场影响对人物的描述 D．不同时期对人物描述有所侧重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有极大之膂力与极敏捷之知觉”“粗通文墨，素无赖，日事赌博；体质肥钝，了无异

人处”“身干长大，富雄姿，豪迈博学，治《春秋》《汉书》”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太平天国运动是几千

年来，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其平分产品和土地的主张，满足了农民阶级的需要，太平天国方面对洪秀全做

出了较高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对准的矛头是清政府，其被清朝政府扑灭以后，清朝政府对洪秀全的形象

进行了大肆的诋毁；而民国前后的革命党人由于历史需要，称他为“英雄”“豪杰”，革命派认为，只有推

翻清朝政府，推翻封建制度，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救出来。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显然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一次自发革命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摸索。虽然失败了，却为后来的革命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这个时期人们对洪秀全的评价基本是大义凛然的。因此对人物的评价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不同立场影响对人物的描述，故 C 项正确；不同史料对人物记载的不同是由于其立场的差异，排除 A 项；

洪秀全人物本身并非多面，只是受制于立场的差异，对其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排除 B 项；不同时期对人物

描述有所侧重的根本原因是其立场的差异，排除 D 项。

6．（2023·湖南卷）1902 年，顺天乡试借河南贡院举行，山西乡试则与陕西乡试在西安合闱。这一罕见科

考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

A．《辛丑条约》签订 B．清政府财政危机严重

C．清末新政的推行 D．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顺天乡试借河南贡院举行，山西乡试则与陕西乡试在西安合闱”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辛丑条约》中明确规定禁止湖北等地科举考试五年以示“惩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罕见的科考现象，

故 A 项正确；此科考现象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无关，《辛丑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排除 B 项；清末新政的教育措施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与材料无关，排除 C 项；清末新政期间，新

式学堂开始大量建立起来，我国近现代学校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与材料无关，排除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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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3·全国甲卷）清末，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一文中说：“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

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

这反映出（   ）

A．传统戏曲的演出逐渐衰落 B．戏剧开始由愉悦达官显贵转向民众

C．戏剧成为宣传革命的手段 D．反清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弱化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

《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清末陈去病重视戏剧，

认为它在鼓动平民、普及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时代背景，此时正处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革命思

潮不断传播的过程中，陈去病认为戏剧对宣传革命的作用比《革命军》等著作作用更大，故 C 项正确；材

料未涉及传统戏曲的演出逐渐衰落的内容，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戏剧的受众，且“开始”的表述不符合

史实，排除 B 项；材料的主旨信息是戏剧与革命思想相结合下，更能发挥宣传革命思想的效用，主旨信息

并非强调反清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在弱化，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8．（2023·浙江卷 1 月）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据载，宋教仁曾谓：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下列各项中，与宋教仁

限制总统权力意图相吻合的是（   ）

①临时大总统代表政府总揽政务 ②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队

③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 ④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答案】D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责任内阁制，削弱总统权力，防范野心家的规定主

要有，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可弹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发布的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说法③

④符合题意，故 D 项正确；临时大总统代表政府总揽政务和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队，并未体现对总

统权力的限制，说法①②不符合题意，排除与之组合的 A、B、C 项。

9．（2023·江苏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

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

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

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

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

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1)根据材料，概括严复对欧洲国家发展历程的基本认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关于近代欧洲国家发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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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严复认为近代前的欧洲与中国传统王朝没什么区别，而到了中世纪本是列国相争，但是到了近

代正是因为列国相争，弱肉强食，反而使欧洲列国富强起来了。

(2)严复认为近代欧洲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互相竞争、弱肉强食。严复这种观点是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国

家急需变革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对于宣传变法思想，推进变法运动有积极意义。

【解析】（1）结合材料中欧洲的发展历程，分三个阶段：中世纪前、中世纪、近代来作答即可。

（2）本题是评析类历史事物阐释题，据材料时间信息得出准确时空是 1898 年中国。首先点出严复观点是

认为欧洲国家能够富强是因为互相竞争、弱肉强食，再对观点做出评价，结合民族危机加深、维新变法来

作答。

1．徐继畬曾著《瀛寰志略》，动笔时本打算先罗列各大洲地图，再列举具体的国家地图，但好友提醒他应

把中国的版图单独放在卷首并与他国区分开来，并以徐光启“负谤至今”的故事告诫他，最终徐继畬采纳

建议并在书中特意加上“此书专详域外”，表明没有任何中外对比的意思。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    ）

A．儒学主流地位受到冲击 B．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领先世界

C．传统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D．西学东渐的影响深远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徐继畲经人提醒，将“中国的版图单独放在卷首并与他国区分开来”并加注“此

书专详域外”，意在将中国的重要性置于各大洲之上，这说明传统的华夷思想影响了《瀛寰志略》的体例，

故 C 项正确；华夷观念是传统儒学的一部分，材料没有体现儒学地位受到冲击，排除 A 项；近代以来中国

的自然科学水平落后于世界，排除 B 项；材料并未体现出西学东渐的影响，排除 D 项。

2．连外国人也对虎门销烟的壮举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们已把硝烟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反复查看过了，他们

在整个工作中那种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别的能执行得比这

项工作更为忠实了。”材料说明（   ）

A．中国政府查禁鸦片的决心 B．中国民众欢呼销烟使命的最终完成

C．鸦片贩慑于民众的压力不得不收敛 D．当时情形下有极大的可能禁绝鸦片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他们在整个工作中那种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设想还

有什么别的能执行得比这项工作更为忠实了”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题干描述的是 1839 年林则徐领导清

军在虎门销毁鸦片的历史信息，体现了清政府查禁鸦片的决心，故 A 项正确；中国彻底禁烟是在新中国成

立后，选项与史实不符，排除 B 项；材料无法得出鸦片贩慑于民众的压力不得不收敛的信息，排除 C 项；

当时的中国并未达到禁绝鸦片的历史条件，选项表述有误，排除 D 项。

3．1879 年，广东端州人卫省轩创办巧明火柴厂，其雇佣的员工多是附近村民。为方便村民收种庄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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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定夏秋时节可以放假，也可以外发火柴盒在家加工；又为女工方便照顾孩子，规定允许工人携带年幼

的孩子一起上工。这些规定（   ）

A．推动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 B．体现了传统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融合

C．反映了技术创新推动阶级关系变动 D．保证了近代妇女社会地位逐步提高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为方便村民收种庄稼，企业规定夏秋时节可以放假，也可以外发火柴盒在家加工”并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火柴厂雇佣的员工多是附近村民，这既看到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和民族资本

主义的产生，同时也看到了农业传统与现代工业的结合，故 B 项正确；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是在甲

午战争之后，排除 A 项；材料中并未呈现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也不能反映技术创新推动阶级关系变动，

排除 C 项；近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工业发展是其重要因素，但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保证近代妇女社会地位

逐步提高，排除 D 项。

4．近代中国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在确定中西文化关系时，最初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将西方技

艺归入“器”，而中学归入“道”；稍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即“中

体西用”之说；同样的态度还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托古改制”。

材料旨在表明，这些“有志革新的绅士”（   ）

A．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不断地改变和完善

B．学习西方的态度呈现越来越灵活的态势

C．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存在着矛盾心理

D．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奠定思想基础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近代有些“有志革新的绅士”在处理中国和西方文化时，将西方的文化和中国文

化分开，并且在学习西方时，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学习西方的依据，这体现了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存

在着矛盾心理，既想要学习西方文化，又想要固守传统文化，故 C 项正确；材料体现的是“有志革新的绅

士”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态度，没有涉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排除 A 项；材料反映的是“有

志革新的绅士”在学习西方上相同的地方，没有体现越来越灵活的态势，排除 B 项；材料体现的是在坚持

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而新文化运动存在对传统文化否定的倾向，排除 D 项。

5．义和团运动期间“拳民”拟定了一份“和约”，部分内容如下：日本将台湾、德国将胶州、俄国将大连

湾、英国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各国运来中国货物

和运往外国者加倍收税。据此可知，这份“和约”反映了（   ）

A．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转向强硬 B．《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社会现实

C．根植于阶级和时代的爱国情感 D．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思想认识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日本将台湾、德国将胶州、俄国将大连湾、英国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各国使臣来

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和运往外国者加倍收税”可知，材料反映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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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收回国家主权，向往天朝上国的心态，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及时代下的爱国呼声，故 C 项正确；材料

未反映清政府态度，排除 A 项；《辛丑条约》签订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失败，排除 B 项；材料仅反映农民阶

级并非社会各阶层的认识，排除 D 项。

6．《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年息 4%，以海关税、常关税、厘金和盐税

作担保；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均同意清政府把现行平均关税由实际的 3.18%提高到 5%，对原本免税的商品

开始征税。帝国主义的这种主张旨在（   ）

A．彻底剥夺清朝的财税主权 B．促进晚清的近代化进程

C．维系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 D．掀起瓜分中国的新狂潮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帝国主义各国均同意清政府把现行平均关税由实际的 3.18%提高到 5%，对原本免税的

商品开始征税”可知，各国一致确立中国现行平均关税，体现了列强国家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故 C 项正

确；“彻底”一说太绝对，不符合史实，排除 A 项；B 项不符合列强侵华的利益，排除 B 项；材料主张旨

在维系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未体现瓜分中国的新狂潮，排除 D 项。

7．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次年在地方各省筹设咨议局。《咨议局章程》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由州

县选举产生，有决议本省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等权力，又规定地方督抚对“咨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

之权”。咨议局的设立，从侧面反映了（   ）

A．中央地方的权力制衡 B．民主政治的首次实践

C．立宪派掌握地方实权 D．晚清社会的制度转型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咨议局是清政府为了减少变法阻力而设立的地方咨议机构，它的

设立从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制度转型，故 D 项正确；咨议局议员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督抚有权否决咨

议局的决议，咨议局受督抚的控制，排除 A 项；咨议局是清政府为了减少变法阻力而设立，不是民主政治

的首次实践，排除 B 项；咨议局受到督抚的控制，排除 C 项。

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人物 事迹

魏源（1794—1857）

1822 年中举，1845 年始成进士。据在浙东参加反英战役时的亲身见闻和经历，

概然发奋著述，提出“师夷之长技欧制夷”等一系列御敌和富国强兵的主豪，并

将自己在定海反英战役中提出的建议，冀此激励和提振民族自信心，唤醒民众

冯桂芬（1809—1874）

1840 年进士及第，于 1861 年撰成《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给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去世 20 多年后，冯桂芬变法思想对维新改良运动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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