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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临川学校高一（下）期末 

历    史 

试卷满分：10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一、选择题每小题 2分，满分 50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 

1.毛泽东曾经指出：“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下列哪些言语反映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

传统(  ) 

  ①“湿耕泽锄，不如归去” ②“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 

  ③“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④“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2.当代某学者认为：“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

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 

  A.主要靠对外掠夺         B.更靠其内在的发展 

  C.与对外掠夺无关         D.更靠古罗马的法制 

3.客家民谣：“龙田墟，二五八（注：二五八，即农历当地赶集的日子）。”这里的“墟”在宋代应属于（ ） 

A.晓市       B.草市         C.村落         D.夜市 

4.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水利工程与山水风光和谐融合的千古奇观，2000多年来一直

发挥着巨大效益，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它指的是（ ） 

  A.都江堰    B.白渠     C.大运河        D.赵州桥 

5.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明代)海上(松江府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

不止百万亩。”由此可见 (  ) 

  A.松江是明代纺织业中心           B.明代政府重视垦田种棉 

  C.棉花成为松江主要作物           D.明代棉花种植超过粮食种植 

6.1931 年，国民政府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绸的税率提高 800％，毛织品提高 200％，

纸品提高 8％到 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实施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 

  A.增加财政收入以全力剿共        B.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 

  C.以经济手段应对民族危机        D.保护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7.根据海关统计，1915年我国进出口货物价值比 1913年减少了 20．3%，出口货物比 1913年增加了 14．8%——

20．5%，入超由每年 2亿多海关两减至 3000万海关两，1919年更减至 1600万海关两。这表明（ ） 

  A.中国经济形势有根本改观        B.民族工业有一定发展 

  C.列强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        D.对外贸易走出了困境 

8.“春、夏、秋、冬”四个字的甲骨文写法及寓意如图所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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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骨文主要记载农业活动        B.中国原始农业起于商朝 

C.商朝时期已有了四季之分        D.农业活动是文字产生根 

9.20世纪 30年代末，美国的《时代》杂志报道“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后，正在向中国

的芝加哥进发。”文中“中国的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分别借指 

A. 北京、南京、上海                 B. 南京、上海、北京 

C. 北京、上海、南京                 D. 上海、南京、北京 

10.下表反映了甲午战争前中国洋纱输入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断，洋纱的输入（ ） 

 

  A.使传统土纱退出了中国市场 

  B.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外商原料产地 

  C.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D.说明列强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 

11.对中西学的态度是区分近代中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依据之一。下列言论属于维新派的是（        ） 

A.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B.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C. “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D.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 

12.新航路的开辟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最主要是因为（   ） 

A.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来源:学+科+网 Z+X+X+K]B.人类开始由各民族分散孤立地发展走向整体世界 

C.证明了地圆学说        D.近代商品和证券交易所开始出现 

13.1901 年，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等垄断巨头联合成立北方证券公司，其目的是垄断铁路事业，抬高运费。

1902年司法部长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以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理由，对它起诉。对该垄

断组织的起诉（   ） 

A．意在整顿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B．宣告摒弃自由放任政策 

C．体现政府对垄断组织的否定        D．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 

14.旅美学者薛涌认为：“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略的线条勾勒现代金融市场，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

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然后发展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

金融’，最后到达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这一发展轨迹（   ） 

A．是欧洲“商业革命”的结果           B．受益于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C．最终改变了欧洲的统治地位           D．工业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5.下列对黑奴贸易的理解，错误的是（   ） 

A. 黑奴贸易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B. 黑奴贸易反映了早期殖民扩张的野蛮型 

C. 黑奴贸易为美洲的开发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 D. 黑奴贸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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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图是 1870-1900年的美、欧、亚三大洲铁路长度变化示意图。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 ） 

 

  A.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B.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C.铁路的发展是形成世界市场的先决条件 D.商品输出成为欧美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 

17.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这对中国最主要的影响是

（   ） 

A. 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    B. 中国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C. 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D. 加剧了中国的落后 

18.15～17世纪在欧洲被称为“扩张的时代”。用全球史观审视“扩张”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   ） 

A. 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    B. 为西欧国家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条件 

C. 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    D. 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19．邓小平曾说，如果当初搞经济特区时加上上海，“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

面，都会不一样”。当时没有把上海列为经济特区，主要是基于 

①改革初期摸索中的谨慎②经济改革国际阻力太大 

③上海自身经济基础薄弱④国人思想解放程度不足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0．当代美国一个经济学派认为，胡佛政府对于经济危机的政策并非“自由放任”，而是强制干涉，给私营经济

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胡佛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抬高工资率和物价、扩张信贷、扶持濒临破产的企业和增加政府开

支。政府的不当干涉和对私营产值的掠夺，才导致经济危机形势愈益严重。据此可以推断 

A．胡佛政府的政策证明凯恩斯主义不合时宜 B．胡佛政府的政策为“新政”提供经验教训 

C．胡佛政府的政策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营方式 D．胡佛政府的政策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1．工业革命开始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二战

后，凯恩斯主义盛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20世纪 70年代后，面对经济“滞涨”，资本主

义国家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这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 

A．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B．随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应调整 

C．没有哪种经济政策可保资本主义经济持续繁荣 D．资本主义国家尝试建立计划加市场的混合经济 

22．罗斯福新政期间，设立民间资源保护队从事造林、土壤保持、筑路等工作，开辟了许多国有林区和公园。这

主要体现罗斯福新政哪一方面的内容 

A．实施直接救济 B．兴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 C．保护劳工权利 D．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23．下图为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示意图，对图中信息理解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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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阶段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瓦解的影响，美国经济下滑明显 

B．b-c阶段美国经济平稳增长，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C．c-d阶段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下降明显，失去了超级大国地位 

D．d-e阶段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缓慢上升，得益于新经济的增长 

24．经济滞胀现象是从 20世纪 7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其表现形式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

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对此美英等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是 

A．增加国家对经济干预             B．实行混合型经济体 

C．恢复自由放任的政策              D．放弃对经济宏观调控 

25． 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接近 l0%，有 25%的企业开工不足。里根上台后，……要求政府、企业主和雇工三

者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并鼓励私人企业投资保障行业，提倡由“福利国家”过渡为“福利社会”。这

表明当时的美国 

A．政府加大社会福利资金投入          B．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 

C．开创了资本主义福利例度的先河      D．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 

第 II卷（非选择题   50分） 

二、非选择题（本题有 3小题，第 26 题 20 分，其它每小题 15分，共 20分。） 

26.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源地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

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有人说，如果不懂得小农经济，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小农经济在古代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例

如：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南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材料二有学者提出，大体而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几乎是纯粹的自然经济；自宋元时期，一种新型经济

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在自然经济的“死水”中泛起了“微澜”；到了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又出现了一种与自

然经济完全相悖的新经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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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史载，16～18世纪出现了中国瓷器外销欧洲的高峰，当时欧洲的皇室、贵族和富有人家竞相购买中国瓷

器。对此，一位西方收藏家评论道：“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瓷器，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18世

纪末中国瓷器外销却走向衰落。这固然和欧洲制瓷业的兴起、竞争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中国政府实行的政

策有关。这一政策不仅限制了中国瓷器外销，更严重制约了中国制瓷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并分析中国古代农业发达的原因。 

（2）据材料二分析宋元时期的“新型经济”指什么？列举其泛起“微澜”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分析，18世纪末中国瓷器外销走向衰落的国内因素是什么？ 

 

（4）综合上述材料，应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当年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相当可观，辖属尼德兰、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国的大

部分领土，一度曾吞并了葡萄牙成为世界霸主。由于西班牙的物价上涨早于并高于英、法、荷等国，使得西班牙

的商人不愿意再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导致西班牙不得不依赖进口其他国家的工业品，甚至把本国生产的

工业原料也输往国外。由于价格革命导致西、葡两国的企业主们完全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加之西、葡两国社会

上奢侈之风盛行，人们通常以从事体力劳动为耻辱，结果不仅国内所需要的工业品都依靠从其他国家进口，甚至

于殖民地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工业品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为了进行连年不断的战争，西班牙消耗了国库的大笔

资金。1588年 7月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彻底击溃。自此西班牙帝国一蹶不振，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也逐渐

被英国所取代 

——摘编自张家唐《论西班牙帝国衰落与大英帝国崛起的关系》 

材料二英国著名史学家霍金斯指出，在 16世纪以前，英国小麦的收获量和种子的平均比值一般为 4：1.16世纪

后，因采用了圈地制，比值开始上升，16世纪末至 17世纪中叶，比值为 8：1，18世纪又上升为10：1.据统计，

17 00年一个英国农民可供养非农业人口 1.7万人，至 1800年增至 2.5万人 

——摘编自王乃耀《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圈地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只是在，指出西班牙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班牙与英国一兴一衰的原因。 

 

28．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1933年 5月 12日，（罗斯福）发布农业调整法，强制农民减少耕地面积和牲畜繁殖，以提高农产品

价格，解决农副产品过剩问题。国家对缩减耕地和降低牲畜繁殖的人进行补贴。后来政府还对各州、各区甚至很

多大农场规定农产品的生产定额，对超过国家规定生产定额的产品课以重税。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 

材料二  1978年 l1月，安徽风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



 6 / 10 

幕。1982年 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

责任制。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 

（1）依据材料一，归纳罗斯福新政在农业方面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发

生了什么变化？（5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和成效。（5分） 

 

 

（3）综合上述材料，两大改革家的改革有何共同之处？（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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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临川学校高一（下）期末历史参考答案 

1-5DBBAC  6-10 CBCCC 11-15 CBACD 16-20BCCDC  21-25 BBBBB 

1.D【解析】精耕细作是古代中国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的耕作技术，即通过精细化耕作

来提高单位亩产量。①反映的古代中国农业生的锄耕技术，符合题意，②是古代中国农业的灌溉技术，符合题

意，③是古代中国农业的施肥技术，符合题意，④是古代农业的灌溉与施肥技术，符合题意，故正确选项为 D

项。 

2.B【解析】从材料中“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的发展”，由此可以

看出西欧的崛起主要是靠西欧内部的推动力。A、Ｃ、D都和材料表述不符，故选 B。 

3.B【解析】材料“农历”、“当地赶集”、“宋代”，依据所学可判断出“墟”应是宋代农村的集市，故 B项正

确；ACD 项不符合题意。故答案为 B。 

4.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解读题干材料，获取有效信息，认识历史事物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认知和准确

判断的能力。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故应选 A。 

5.C【解析】伴随着元明时期棉纺织技术的传播，对棉花的需求日益增加，“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反映了

棉花成为松江主要作物。 

6.C【解析】本题考查考生阅读和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注意题目的时间信息“1931 年”，此时大幅

度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其主要目的是从经济上对日本侵华进行遏制，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C项。其他

三个选项均不符合题目信息。 

7.B【解析】据材料提到，1915年我国进出口货物价值比 1913年减少了 20．3%，出口货物比 1913年增加了

14．8%——20．5%，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当时民族工业有一定发展，出口增长，故 B正确。中国经济形势有根本

改观，过于绝对，故 A错误。当时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不是所有列强，故 C错误。对外贸易走出

了困境，也过于绝对，故 D错误。 

8.C【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图片材料关键信息的准确理解，并对古代农业的发展和甲骨文的内涵准确的分

析理解。甲骨文中记载了春夏秋冬四季农作物生长的情况，C项正确。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

主要指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A项错误；中国原始农业起于距今一万年前，B项错误。

D项与材料不符。 

9.C【解析】据材料“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进发。”结合所学知

识可知，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能否争取到美国援华抗日的关键，必须要从中国那里寻找到美国人熟悉的理想

和价值，从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类比，“中国的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 分别借指北京、上海、南京，“中国的

芝加哥”指武汉，故 C正确。上海不是当时中国首都，故 A错误。北京也不是当时中国首都，故 B错误。同理，

故 D错误。 

10.C【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甲午战争前的经济问题。传统土纱并未退出中国市场，选项 A不符合题意，排除；材

料反映的是商品输出而非输出资本，选项 D不符合题意，排除；材料未体现出不是原料产地的问题，选项 B不符

合题意，排除；从柱状图来看洋纱的输入越来越多，洋纱的输入必然会减少中国纱线的生产，从而必然也就促进

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故本题选 C。 

11.C【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材料中的信息正确解读的能力。A项中“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属于地主阶级洋

务派“中体西用”的观点；B项中“吾国固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属于地主阶级顽固派排斥西学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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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C项中“西学之体”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观点；D项中“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

兴...人权说”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故本题应选 C项。 

12.B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回忆、再现所学知识，比较、分析，并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材料中“新航路的

开辟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是从世界整体的角度出发，人类开始由各民族分散孤立地发展走向整

体世界，符合这一观点，故 B项正确。 

13.A【解析】罗斯福总统对垄断组织的起诉并不意味着摒弃自由放任政策，也不是对垄断组织的否定，不选 BC。

对垄断组织的起诉，与福利国家无关，不选 D。对垄断组织的起诉是政府对垄断组织的管理、整顿，即政府在整顿

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使垄断组织能更好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故选 A。 

14.C【解析】据材料“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

融’，然后发展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最后到达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这反映了从新航路开辟到工业革命到二战后国家金融格局的变化，这一发展轨迹最终改变了欧洲的统治地

位，故 C正确。材料反映的不限于欧洲“商业革命”的结果，故 A排除。变化范围也不限于殖民扩张和殖民战

争，故 B排除。工业革命只是因素之一，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故 D排除。 

15.D【解析】奴隶贸易是对非洲的血腥掠夺,给非洲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贫穷，所以 B项的说法是错误的，符合题

意，故选 D；A、B、C均正确，不符合题意，排除。 

16.B【解析】从图表可以得出，自 1870--1900年，欧美亚三洲铁路里程大幅增加，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集中的

欧美两洲；其次，根据所学史实，此时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应用以及钢铁工业技术的革新加快了铁路

事业的发展，这些都说明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是在新航路开辟后，而材料所对应的时间已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间不符，排除 A

项；材料并未体现铁路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排除 C； 

首先，该项内容未体现在材料中；其次，此时资本输出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步成为主要的对外扩张手段，故 D项

错误。故答案为 B。 

17.C【解析】注意限定信息“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启了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故 C项正确。A项是从革命史观角度分析，不符合题意，应排除；BD两项是从全球化史观角

度分析，不符合题意，应排除。 

18.C【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新航路开辟的影响。解题的关键一是理解“扩张的时代”主要指新航路开辟和早

期欧洲殖民扩张；二是运用全球史观理解其主要影响是世界各地由分散孤立，发展到走向一个整体世界。A、B选

项是局部观察，不属于全球史观；D选项也不属于全球史观，故排除，故选 C项。 

19【解析】本题以邓小平的谈话为切入点，旨在考查生提取材料有效信息和运用知识的能力。20世纪 80年代，中

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起步。当时我国处于改革的探索时期，缺乏经验，国人的思想不够开放，故

①④正确。中国经济改革国内阻力大，而非国际阻力大，故②错误；改革开放前，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经济

实力雄厚，故③错。综上排除 ABC，选 D。【答案】D 

20.【解析】A项错在时间上，凯恩斯主义被证明不合时宜是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以后。B项与题意无关，题干

是讲胡佛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经济危机，它与罗斯福新政的做法相反。D项与史实不符，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是罗斯福新政。所以答案选择 C项。【答案】C 

21.【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解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认识历史事物本质和规律，并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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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题干材料关键信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结合所学知识，解读

题干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无论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均是

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本质上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故本题正

确答案选 B；其余 A项“摇摆不定”不符合题干主旨，故排除。C项说法绝对，故排除。D项不符合史实，故排

除。【答案】B 

22..【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尊重材料是做对历史题目的唯一秘籍。而通过材

料不难发现，从事造林、土壤保持、筑路等工作，开辟了许多国有林区和公园，这些都是常见的工程，所以，这

主要体现罗斯福新政兴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的内容。故选 B。【答案】B 

23.【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a-b阶段在 1950年到 1955年，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崩溃瓦解，排除 A。b-c

阶段美国经济平稳增长，当时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故 B正确。c-d阶段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下降

明显，但没有失去超级大国地位，排除 C。d-e阶段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缓慢上升，与新经济的增长无关，新经

济属于 90年代，排除 D。【答案】B[ 

24【解析】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20世纪 70年代出现经济滞胀现象，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

失业，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对此美英等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实行混合型经济体制，故 B正确，C错误；

随着滞胀现象的出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减少国家干预等政策，AD两项与史实不符，排除。 

【答案】B 

25.【解析】本题旨在考查正确解读材料并再现所学相关知识的能力，本题难度系数不大。从材料的信息来看，社

会福利基金的来源在里根时期体现多样性，不只是政府买单，说明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了，政府的干预度降低

了，故 B正确。AD项与史实不符，C项不是里根时期开创的。【答案】B 

26.（1）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精耕细作、修建水利工程、统治阶级重视等。 

（2）商品经济。表现：城市经济繁荣、瓦肆、夜市、交子等。 

（3）国内因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制瓷技术逐渐落后。 

（4）认识：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促进了包括欧洲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近代落

伍。 

【解析】（1）状况：根据“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得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原

因：根据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重视、精耕细作的传统、水利工程的修筑等方面分析。 

（2）“新型经济”：根据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史实可知，“新型经济”是商品经济。表现：根据所学知

识回答宋元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3）国内因素：根据“这一政策不仅限制了中国瓷器外销，更严重制约了中国制瓷业的发展”，分别从国家

政策和中国制瓷业本身的局限性说明。 

（3）认识：可分别从古代、近代两个时期分析，古代成就辉煌，影响巨大；近代逐渐落后。 

27.（1）答：条件：①拥有当时先进的远洋航海能力，最早开辟新航路；②在美洲占有大量的殖民地，加紧殖民

掠夺；③西班牙是中央集权国家。 

（2）西班牙衰落原因：①将积累的资本用于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②手工业不够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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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落后的政治制度； 

英国兴起的原因：①优越的地理位置；②重视资本的原始积累；③手工业发达，技术先进；④英国较早建立资本

主义制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西方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从西班牙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有利条件、西班牙与英国一

兴一衰的原因等方面来分析。 

（1）根据材料“辖属尼德兰、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国的大部分领土”并结合新航路开辟的相关

史实可以从西班牙新航路的开辟、殖民地占有、西班牙的政治制度等方面来分析。 

（2）从材料“不愿意再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西、葡两国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为了进行连年不断的

战争”中可以概括出西班牙衰败的原因。从材料“采用了圈地制，比值开始上升”“1700 年一个英国农民可供养

非农业人口 1.7万人”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分析出英国发展的原因。 

【解析】 

（1）本题依据材料一“强制农民减少耕地面积和牲畜繁殖……对缩减耕地和降低牲畜繁殖的人进行补贴……

规定农产品的生产定额，对超过国家规定生产定额的产品课以重税”即可从减少耕地牲畜、限制农产品生产等方

面归纳罗斯福新政在农业方面的主要措施。再结合所学知识即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说明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

府的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2）本题根据材料二“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结合所学知即可从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面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再从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和生产力等方面概括其成

效。 

（3）本题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即可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创新和借鉴精神等方面归纳两大改革家的

改革有何共同之处。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措施：强制农民减少耕地、牲畜，国家补贴遵守减缩任务的农户；限定一定范围的农产品生产，重税惩

罚超额产品。（3分） 

变化：由自由放任转变为国家干预经济。（2分） 

（2）措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分） 

成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3分） 

（3）共同之处：都注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敢于直面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勇于创新，善于借鉴；以国家的前

途、人民的幸福为己任。（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