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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部分名校 2024-2025 学年高二上学期 10 月月考

历史试题

考试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10:30-11:45 试卷满分：100 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

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黑色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卷、草稿

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新石器时代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其文化与岭南地区土著文化明显有别，少数陶器具有

良渚文化特征。其与北邻的江西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关系亦为密切，有人将这两种文化并

称为樊城堆一石峡文化。上述现象反映了（   ）

A. 岭南文明起源于良渚 B. 中华文明南北交流频繁

C. 史前多元文化的交流 D.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点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时空是新石器时代。根

据材料可知，石峡文化兼有良渚文化的特征，又与樊城堆文化关系密切。凸显了史前时期多

元文化的交流融合，C 项正确；“岭南文明起源于良渚”的说法错误，排除 A 项；材料中涉及

的都是南方文化间的交融，没有涉及北方文明的影响，排除 B 项；材料强调的是不同文化

间的交融问题，未涉及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 南朝齐、梁时期，麦、粟类北方旱地作物日渐在南方得到推广。萧梁时，多年在荆州为

官的宗懍曾总结了在夏至前后取灰杀虫以有利于小麦储存保护的技术。上述现象（   ）

A. 有利于南方统一北方 B. 反映出经济重心的南移

C. 体现了区域间的差异 D. 得益于北方人口的南迁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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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原因题、影响题。据本

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南北朝时期（中国）。材料中“北方旱地作物也日渐在南方得到

推广”“小麦储存保护的技术”等信息说明，南朝时期北方旱地作物在南方地区的种植规模日

益扩大，其产量除满足日常消费外，尚有不少囤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是北民南迁的结

果，北民南迁，推动了北方农作物在南方的种植，D 项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南北朝时期，

南方并没有统一北方，排除 A 项；材料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开发，但不能得出“经济重心”南

移的信息，排除 B 项；材料只涉及南朝经济的开发，不能得知“区域间”的差异，排除 C 项。

故选 D 项。

3. 商周后，桃树已在中原普遍种植，《礼记》中也将桃列入了祭祀“五果”之一。随着北方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有桃核的出土。同样，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还发现了唐代的面食。这反映出（   ）

A. 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传播 B. 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

C. 国内民族饮食文化的趋同 D. 异域文化对唐食的影响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材料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本题是本质题。根据材料时间信息

可知准确时空是：古代中国。根据材料概括可知：由材料可知，桃树应产自中原地区，而西

北地区桃核、唐代面食的出土信息则表明，随着丝绸之路的交往，西北少数民族已食用了中

原地区的水果与面食，反映出中原饮食文化的传播，A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政府是否在西北

边疆地区进行了管辖，仅涉及了中原食物对西北的影响，排除 B 项；不能通过五果核桃的

传播和面食的传播就得出各民族饮食朝着一样的方向发展，各民族的饮食是各具特色的，排

除 C 项；材料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4. 在元朝，御史台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并立的中央机关。《设立宪台格例》规定：中书

省、枢密院奏禀公事，需与御史台一同闻奏；中书省上奏重大政事时，必须有御史大夫副

署丞相的奏章才能生效。这一规定（   ）

A.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B. 赋予了监察机构较大的权威性

C. 增强了监察工作的独立性 D. 保障了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性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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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元朝（中国）。由材料可知，中书省、枢密院奏禀公事需与御史台一同闻奏，

中书省上奏重大政事时必须有御史大夫副署丞相的奏章才能生效，这些规定明确了监察机构

在重大事务中的参与权，赋予了监察机构较大的权威性，B 项正确；材料主要阐述的是中央

机关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排除 A 项；材料强调了御史台与中书

省、枢密院在某些事务上的共同参与，并未体现监察工作的独立性，排除 C 项；材料中的

规定虽然对政府行政行为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不能绝对地保障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性，排

除 D 项。故选 A 项。

5. 1693 年，康熙帝患疟疾，传教士洪若翰、白晋等以 1638 年在秘鲁发现 治疟特效药金

鸡纳霜将他的病治好。此后康熙帝更加重视西医西药，鲍仲义、樊继训等都是康熙朝来华

并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医生，他们在康熙皇帝出巡的时候常常要随驾扈从。这从侧面说明

（   ）

A. 中国传统医学日渐没落 B. 西学东渐推动社会进步

C. 清朝外交政策发生转变 D. 中外文化交流取得进展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清朝（中国）。由材料可知，康熙皇帝因传教士成功治疗疟疾而更加重视西医

西药，这体现出中外文化交流在医学方面的进展，D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对于西医学的态

度更加重视并未涉及传统中医发展，排除 A 项；材料只是提到个案，而不涉及社会整体情

况，无法得出推动社会进步，排除 B 项；外交政策转变不符合史实，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6. 轮船招商局“各上司暨官亲幕友及同寅故旧”介绍来的各色人物，“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

不获一”，“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经理

方面绝对不知道每星期的生产总额”。这表明轮船招商局（   ）

A. 注重引进西方技术 B. 改变政府选官原则

C. 管理体制尚存弊端 D. 深受外资企业排挤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据材料可知，轮船招商局在用人方面存在外人管理、职责不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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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说明其管理体制存在弊端，C 项正确；材料未提及西方技术引进问题，排除 A 项；

材料中未涉及政府选官制度变革，排除 B 项；材料仅涉及轮船招商局的管理体制问题，不

涉及外资企业的信息，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7. 1927 年设立于红安的七里坪革命法庭一般被视为 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法庭。法庭成立

初期，以 开展土地革命的政治任务为目标，惩处了一批剥削乡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有力地震慑了地方上的反革命势力。革命法庭的设立，体现了 人（   ）

A. 重视以法律来巩固边区政权 B. 以法律为手段开展对敌斗争

C. 沿袭了苏联模式的法律制度 D. 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1927 年（中国）。根据材料可知，1927 年，革命法庭设立之后惩处了一批反革

命势力，通过法律开展了对敌斗争，B 项正确；根据材料的“1927 年”以及“土地革命”等信息

可以获知此时的时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而“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排除 A 项；

材料中属于中共 建立的革命法庭，并未“沿袭”苏联模式，排除 C 项；当时还未建立“完备的

法律体系”，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8. 有人撰文写道，淞沪会战集中国军精锐，采取攻势，迫使日军追随国军行动，改变其作

战线由北向南方向为由东向西方向。因此中国获得换取时间之空间，从容将华东华中人力

物力，撤迁西南，在大后方建立持久抵抗战力。其意在说明此战（   ）

A. 为持久抗战创造了一定条件 B. 得到全国民众的大力支持

C. 使日军接受了持久抗战现实 D. 推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据材料可知，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采取攻势，迫使日军改

变作战方向。这一行动为中国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使得华东华中的人力物力能够撤迁至西南

大后方，从而为建立持久抵抗的战力奠定了基础，A 项正确；材料中没有提及“全国民众的

大力支持”的信息，排除 B 项；材料强调了淞沪会战为中国持久抗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材

料不涉及日军对中国持久抗战的态度，排除 C 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是在武汉会战之后,排

除 D 项。故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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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把解放军看成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人民解放军

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这一指示提出的主要背景是（   ）

①各方面工作需要大量干部②解放区经济恢复形势严峻

③革命在全国迅速取得胜利④ 逐步走向成熟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组合选择题。时空是：1949 年的中国。根据材料概括可知：由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

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革命发展大势已定，因建设政权的需要，①各方面都需要大量干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革命大势以定的情况下召开的，即③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①③正确；

②错在解放区经济恢复形势严峻不是解放军从战斗军队转向工作队的主要原因，恢复经济的

前提是政权的建立；④错在 逐步走向成熟是遵义会议，与题干时间信息不符，排除 ACD

项。故选 A 项。

10. 1950 年，中共武汉市委适当扩大了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的比重。重要行

业中，加工订货占其总产值的比重见下图。武汉市委此举意在（   ）

A. 助力本地经济恢复 B. 稳定武汉金融秩序

C. 变革产权所有关系 D. 实现市场调节作用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1950 年（中国）。由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市委通

过加大对私营工厂的订货及其产品收购的力度，刺激私营企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带来整

个武汉市社会经济的复苏，A 项正确；材料中举措主要涉及的生产领域，而非金融领域，

排除 B 项；“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并不能改变企业的产权性质，排除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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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市场调节作用”明显与材料中“政府适当扩大……的比重”信息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1.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祭坛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个重要历史遗迹，保存有许

多关于古罗马社会和文化的珍贵信息。下图为其中一幅浮雕(局部)，描述了罗马城正在进

行人口普查的场景。当时，罗马开展人口普查的主要目的是（   ）

A. 打击外族叛乱 B. 限制人员流动

C. 确定公民义务 D. 扩大帝国疆域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时空是罗马共和国时期。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可知，所谓罗马城的人口普查，实际上是罗马公民登记活动，确定公民

人数以及每个公民的财产，并据此确定每个公民应承担的义务，C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打击

外族叛乱的相关信息，排除 A 项；材料与限制人口流动无关，排除 B 项；当时尚处于罗马

共和国时期，并未进入帝国阶段，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2. 11 世纪开始兴起的城市中，市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把他们结合起来的纽带是一纸

契约：封建主赐予的特许状，亦即市民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中世纪城市作为一种共同

体，代表本城及市民利益。据此可知中世纪城市（   ）

A. 助推民族国家意识兴起 B. 具备近代政治文明色彩

C. 构建受到启蒙思想指引 D. 已摆脱封建王权的束缚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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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世纪西欧城市代表市民集体利益，具备市

民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享有自治的权利，已经初步具备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B 项正确；

此时并未出现民族国家意识兴起，排除 A 项；启蒙运动并非中世纪时期出现，排除 C 项；

已摆脱封建王权的束缚说法不符合史实，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3. 1832 年，英国民众发起议会改革运动并最终使中等阶级获选举权，但改革后 议会下

院中，土地贵族仍旧居于垄断地位。马克思谓之以“恐怕还从没有一个这样强大的、看来似

乎成功的人民运动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结果”。这说明（   ）

A. 政党政治曲折发展 B. 议会改革成效显著

C. 封建贵族日渐强势 D. 民主化进程之艰难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时空是 1832 年的英国。

根据材料可知，1832 年，英国进行第一次议会改革，重新分配议员名额并修改选民资格，

中等阶级大体上获得选举权，但终究没能完全击败贵族势力，只是部分的得到政治统治权，

这是一次保守的、不彻底的改革，体现出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与艰难，D 项正确；材料未涉

及政党政治发展的特征，与题干无关，排除 A 项；材料主要强调改革的局限性，而非对其

表功，排除 B 项；议会改革实际上逐渐削弱了封建贵族在政治上的力量，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4. 针对二战前法国文官缺乏系统管理的弊端，且受自身政治传统影响，法国将各级地方

政府人事制度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得各自为政。这反映出法国人事制度的特点是

（   ）

A. 政治中立化 B. 官僚色彩浓厚

C. 中央集权化 D. 坚持程序公正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本题是本质题。时空是二战前的法国。据材

料可知，针对二战前法国文官缺乏系统管理的弊端，且受自身政治传统影响，法国将各级地

方政府人事制度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得各自为政。这反映出法国人事制度的特点是

加强中央集权，C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法国将各级地方政府人事制度置于中央政府的控

制之下，不得各自为政”，反映的是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而不是政治中立，排除 A 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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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学可知，官僚色彩是指官员耍威风、摆架子、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为了

个人利益而损害群众利益的作风和行为，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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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坚持程序公正是司法原则，与文官制度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5. 2019 年 8 月 2 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导

条约》失效后，世界将失去宝贵的“核战争制动器”。这说明（   ）

A. 武器研发有损于和平 B. 大国需承担国际义务

C. 和平之路任重而道远 D. 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2019 年（美国）。据本题材料“《中导条约》失效后，世界将失去宝贵的‘核战争制

动器’”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导条约》的签订与延续有助于束缚美国在军备竞赛方面的投

入，而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美国在军备研发上的松绑，这必将给国际安全与

稳定带来消极后果，这说明维护世界和平之路，任重而道远，C 项正确；《中导条约》是 1987

年 12 月 8 日美苏两国首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双方全部销毁各自中程导

弹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无法体现武器研发有损于和平，排除 A 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本身就说明美国并没有承担国际义务，排除 B 项；只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无法说明多

极化趋势不可逆转，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5 分。

16. [中国服饰与文化]

材料一：在汉代的服饰制度中，出现了两种极为重要的制度，即佩绶制度与簪笔制

度。簪笔的出现最初只是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因为官吏上朝奏事必先书写在笏板上，在

上朝过程中，皇帝的旨意或议事的结果也需要书写在笏板上以备忘。这一切，使得官员在

上朝时需要随身带笔。而汉代的笔没有我们今天的笔那么精巧，不便放在身上，所以插于

头上耳边一侧的冠内，叫簪笔。不过，据有关文献记载，两汉时期的簪笔仅限于御史或文

官使用。汉以后，簪笔成为文官的一种象征和礼仪的一部分……汉代官员簪笔以奏言记

事，向君主和其他朝臣表现自己的忠君效主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赋予了簪笔以君臣之“礼”

的新内涵。

——摘编自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

材料二：南宋淳祐庚戌(12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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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绳祖撰文说：和夏、商、周三代相比较，衣裳和帽子鞋子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

不同。古时候有帽子，但是没有头巾，近代却反而把使用头巾当作符合礼仪的行为，而戴

着帽子不戴头巾被认为是不合礼仪的……古时候有舄(一种复底鞋)、有屦(一般的鞋子)、

有屐(木屐)，但是没有靴子，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君主)之后开始使用靴子。北宋末年

曾经把靴子改成履(单底鞋)，宋高宗的时候又把履改成了靴子；北魏的胡服方便骑马，于

是在衣服上加上类似裙子的横幅并缀在下面，叫做襴，这成为了现在(南宋时期)官员们的

公服……所有这些情况，史氏(史绳祖)认为都是“变古”之制。《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

之制，上下混一”。

——摘编自朱瑞熙等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簪笔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象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分析南宋服饰“变古”现象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变迁。

【答案】（1）原因：汉代官员上朝书写记录需要；汉代笔不便携带。

象征：成为文官的一种象征，反映了文官身份和职责；成为礼仪的一种象征，反映了君臣之

礼。    

（2）变迁：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实用主义的兴起；民族交融的加强。

【解析】

【小问 1】

本题是背景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汉代（中国）。原因：据材料“因为官吏上朝

奏事必先书写在笏板上，在上朝过程中，皇帝的旨意或议事的结果也需要书写在笏板上以

备忘”可知，汉代官员上朝书写记录需要；据材料“汉代的笔没有我们今天的笔那么精巧，

不便放在身上”可知汉代笔不便携带。 

象征：据材料“簪笔成为文官 一种象征和礼仪的一部分”可知，成为文官的一种象征，反

映了文官身份和职责；据材料“汉代官员簪笔以奏言记事，向君主和其他朝臣表现自己的忠

君效主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赋予了簪笔以君臣之‘礼’的新内涵”可知，成为礼仪的一种象

征，反映了君臣之礼。

【小问 2】

本题是对比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南宋（中国）。变迁：据材料“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可

知，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据材料“北魏的胡服方便骑马，于是在衣服上加上类似裙子的横

幅并缀在下面，叫做襴”可知，实用主义的兴起；据材料“北魏的胡服方便骑马，于是在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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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上加上类似裙子的横幅并缀在下面，叫做襴，这成为了现在(南宋时期)官员们的公服”可

知，北魏的服饰被南宋时期继承，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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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列强侵略与中国经济]

材料一：从 1840 年到 1905 年的 66 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

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西方列强在

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

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

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甲午

战争后，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

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

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

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摘编自《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材料二：1913-1918 年中国进口贸易货值表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第 3 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强侵华的主要手段并概括其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 1913—1918 年中国进出口净值变化的原因。

【答案】（1）主要手段:资本输出。

影响：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干预政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经济上，

经济侵略扩展至城乡，列强控制财政；阶级关系上，催生买办阶层，加剧半殖民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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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因：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国内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减少了对外国商品的依赖，进口相对下降；战时需求增加，中国商品出口增加。

【解析】

【小问 1】

本题是特点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主要手段:据材

料“甲午战争后，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左

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可知，资本输出。

影响：据材料“争夺‘势力范围’”及所学知识可知，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争夺“势力范围”，

干预政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据材料“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

乡僻壤”可知，经济上，经济侵略扩展至城乡，列强控制财政；据材料“在中国造成了为帝

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可知，阶级关系上，催生买办阶层，加剧半殖民地化。

【小问 2】

本题是背景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20 世纪初（中国）。原因：据材料信息可知，1913 年

至 1918 年中国出口净值呈现增加趋势，进口净值出现下降，到 1918 年，仍然低于 1913 年

的进口净值。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

出，使得进口净值出现上述变化；此时期国内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减少了对外国商品

的依赖，进口相对下降；加之，战时需求增加，中国商品出口增加趋势。

18. [殖民主义与大国竞争]

材料一：

历史时期 历史发展状况

15 世纪 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开辟新航路。

16 世纪 西班牙建立美洲殖民帝国，获取大量财富。

17 世纪 英法荷等国加入殖民竞争，进行殖民扩张和贸易争夺。

18 世纪 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利，确立了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霸权。

19 世纪 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列强加速殖民扩张，非洲和亚洲成为主要目标。

20 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新的大国竞争格局形成。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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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都深深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

印。殖民主义对全球化进程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这里用的推动是一个中性词，不同于

建设、进步这些字眼的意义。推动可以向好的方向，也可以向不好的方向，可以用好的方

式，也可以用不好的方式。无论 16 世纪的海上霸主和商业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 17

世纪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抑或 18 世纪中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最终成为“日不落

帝国”的英国，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优势，利用坚船利炮进行贸易掠夺、军事

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二战结束

后，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

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

——摘编自张红菊《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危害及

消极影响》、朱锋《大国战略竞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 15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

（2）根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殖民主义与大国竞争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答案】（1）主要趋势：参与国家增多(西葡主导演变为英法等国主导)；范围不断扩大(殖民

范围由美洲拓展到亚非)；影响力日益增强。    

（2）作用：加强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或全球经济的一体

化)；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演进。

【解析】

小问 1】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 15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据材料一“葡萄牙和西班牙

开始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英法荷等国加入殖民竞争”，可概括得出参与国家增多；根据材

料一“西班牙建立美洲殖民帝国”“确立了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霸权”“非洲和亚洲成为主要目

标”，可概括得出范围不断扩大；根据材料一“西班牙建立美洲殖民帝国”“英国胜利，确立

了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霸权”“新的大国竞争格局形成”，可概括得出影响力日益增强。

【小问 2】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 15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据材料二“殖民主义对全球

化进程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得出加强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根据材料二“建立起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得出促进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根据材

料二“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

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可得出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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