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13  中考周年热点大事·中国史篇

考点要求 课标要求 命题预测

中国古代史篇

章

中国近代史篇

章

中国现代史篇

章

周年重大事件一直以来都是

中考历史的热门考点，通过分

析 2024 年相关的周年热点事

件，预测 2024 年中考历史中

国史部分试题

本专题中考重点考查将涉及：北魏孝文帝改革、

王安石变法、甲午中日战争、国民党一大、红

军长征、五四运动、古田会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重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70 周年，

会结合时政热点两会的召开，以此为切入点考

查中国政治。



考点一   中国古代史篇

核心考点梳理

考点 1：（494）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1530 周年

背景 439 年，北魏（鲜卑族）统一北方；北方民族交融趋势加强

人物 孝文帝（拓跋宏）

目的 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

迁都 迁都洛阳
措施

汉化 改说汉语；改穿汉服；改用汉姓；鼓励与汉族联姻；

性质 一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改革

北

魏

孝

文

帝

改

革 影响 战争、和亲、人口迁徙、改革

方式 战争、和亲、人口迁徙、改革

表现 “胡”“汉”观念逐渐淡薄，民族隔阂与偏见逐渐减少。

民

族

交

融
意义

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隋唐时期多民族国家的繁荣与发

展奠定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考点 2：（754）鉴真东渡日本 1270 周年

对外政策 开放

遣唐使

时期 唐玄宗 目的 传授佛经，传播中国先进文化
日

本
鉴真东

渡 影响 传播了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时期 唐太宗 目的 求取佛经精义

到达 天竺（古印度）那烂陀寺

交

往

国

家
天

竺

玄奘西

行
贡献

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玄奘口述，由弟子记录成书的

《大唐西域记》，是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考点 3：（229）东吴建立 1795 周年

战役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时间 公元 200 年 公元 208 年

双方 袁绍-曹操 曹操-孙刘联军

特点 以少胜多

结果 曹操胜利 孙刘联军胜

影响 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为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国

鼎立

局面

考点 4：（589）隋灭南陈，统一中国   1435 周年

时间 581 年

人物 杨坚（隋文帝）建立

都城 长安

时间 589 年

灭掉 陈朝
统一

意义
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

趋势

考点 5：（1069）王安石变法  955 周年

背景

（1）政治上：政治风气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下；

（2）军事上：在边疆战事中，北宋屡战屡败；

（3）经济上：北宋中期，政府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

（4）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概况 1069 年（11 世纪中期），宋神宗任用____ __  _主持变法

主要内容
经济上：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军事上：保甲法；

王

安

石

变

法

结果
失败：改革收到一些成效，政府的财政有所增加。但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

地主的利益，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

知识总结：中国古代史 2024 逢五逢十周年大事



学科素养探究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迁都示意图

材料二    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魏收《魏书·帝纪·卷七》

材料三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太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引见

群臣于光极堂，班辞冠服。

——魏收《魏书·帝纪·卷七》

材料四：孝文帝择中原大姓女子作后宫，并分别为五个皇弟娶中原大姓女子为王妃，很多鲜

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

材料五：

【命题角度】

依据材料归纳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参考答案】

迁都洛阳、官员在朝廷中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联姻、以汉服代替鲜卑服

改鲜卑姓为汉姓



中考演练

真题回归

1．（2023•宜宾）《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前，举行祭典依北土旧俗，由有司代祭；

改革后，按华夏礼制，由皇帝亲祭。这一变化（　　）

A．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B．推动了北魏统一南北

C．促进了鲜卑政权的汉化 D．提升了官员政治素养

2．（2023•泰州）《资治通鉴》载：魏主下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

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魏主改革的措

施是（　　）

A．说汉话 B．改汉姓 C．通婚姻 D．易汉服

3．（2023•聊城）“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

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这段文字评述的是（　　）

A．汉高祖 B．汉文帝 C．晋武帝 D．北魏孝文帝

4．（2023•济南）魏主下诏：“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如

语音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反映的是（　　）

A．汉文帝以德化民 B．汉武帝尊崇儒术

C．光武帝释放奴婢 D．孝文帝改用汉语

5．（2023•荆州）他是扬州大明寺的高僧，接受日本僧人的邀请东渡日本，前 5 次都因种种

原因没有成功，辛劳过度而双目失明。材料反映的史事是（　　）

A．鉴真东渡 B．玄奘西行 C．遣唐使访华 D．大食人来华

6．（2023•金昌）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

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下列能印证这一论述的史

事是（　　）

A．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授佛经 B．玄奘西行取经游历 100 多个国家

C．有 70 多个国家与唐朝有来往 D．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 17 年

7．（2023•鄂州）读图，能准确解读该图的一项是（　　）

A．民族大交融 B．从分裂到统一 C．分封制盛行 D．经济重心南移



8．（2023•阜新）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某学生绘制了如图政权更迭图，图中“？”处的朝代

是（　　）

A．秦朝 B．西晋 C．隋朝 D．元朝

9．（2023•常德）隋朝和秦朝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光芒，以下关于两个朝代说法正

确的是（　　）

A．都定都长安 B．都出现盛世局面 C．都实现制度创新 D．都推行三省六部制

10．（2021•内江）588 年，隋文帝杨坚命令杨广率水陆大军 50 余万渡江作战，进攻江南的

陈朝，589 年，陈后主被俘投降，陈朝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是（　　）

A．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 B．结束了长期分裂，统一全国

C．夺取了陈朝政权，建立唐朝 D．击败了东西突厥，控制西域

考题预测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能力和识记能力，掌握官渡之战的相关史实。

1．鲁迅先生在评价曹操的时候曾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历史上曹操的主要“本事”表现在（　　）

A．结束了州郡割据的局面 B．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C．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 D．实现了大一统的梦想

【新考法】  核心素养-历史解释，考查三国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

力

2．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修刻下无数英雄人物和典故逸事。下列事件发生在三国鼎立时代的

是（　　）

A．蔡伦改进造纸工艺 B．黄盖诈降火烧赤壁

C．卫温率船队到夷洲 D．祖冲之计算圆周率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北魏孝文帝改革，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能力

3．如图为大同北魏墓中出土的女舞俑。舞者头戴风帽，身着长襦，其服饰具有典型的鲜卑特

征，但其舞袖的动作及端庄的风格，更接近于汉族舞蹈。这件文物可用于研究（　　）



A．三国鼎立局面 B．北方人口南迁 C．北方民族交融 D．政治制度完善

【新考法】  新情境——主要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北魏

孝文帝改革等知识。

4．西晋永嘉年间，“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十之八九”，至北魏时，洛阳城街巷整齐，

人口繁多，“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城出现以上变化的直接原因是（　　）

A．中原战乱致大量人口南迁 B．北魏统一北方并恢复经济

C．大运河保障洛阳物资供应 D．晋商和徽商推动商品流通

【新考法】  跨学科 ——考查学生的识记和分析能力，掌握隋朝的统一相关知识。

5．“壮志归隋，扫平六代江南梦；坚心使命，结束五胡塞外争。”此对联颂扬了隋文帝的功

绩是（　　）

A．扩大国家疆域 B．开通隋朝运河 C．加速民族交融 D．实现国家统一

考点二  中国近代史篇章

核心考点梳理

考点一：（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60 周年

一、爆发原因

①鸦片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③创立“拜上帝会”

（受基督教影响）。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1851-1864）

1．金田起义——开始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

2．永安建制——发展    【初步建立起政权组织】

口诀“东西南北翼，杨萧冯韦石，虽然都是王，皆受东王制”

3．定都天京（南京 1853 年）——壮大   【正式建立与清朝对峙的革命政权】

颁布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革命性、空想性、落后性）

评价：主张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社会财富，是不可能实现的

4．1853 北伐（失败）、西征（重大胜利）——高潮   【军事上进入全盛时期】

5．天京事变——转折 1856 【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6．重整国政

（1）提拔洪仁玕总理朝政。《资政新篇》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等一系列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主张。【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2）提拔军事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取得浦口大捷，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军事上的不利局

面。

7．天京陷落——失败   1864

三、历史意义

1．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2．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壮烈的一章。

考点二：（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130 周年

一、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

战役：丰岛海战——战争爆发；平壤战役——左宝贵（殉国）；黄海大战——邓世昌（殉

国）；此次海战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主力尚存；辽东半岛战役——徐邦道（奋力抵抗）随

后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

威海卫战役——丁汝昌（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二、结果：中国战败。根本原因----封建制度落后，清王朝腐败；武器装备落后等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 年

1．内容：

割地——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赔款——赔偿日本兵费白银 2 亿两

通商——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埠（“苏杭杀虫”）

设厂——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始资本输出）

2．影响：①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腹地②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③掀起瓜

分中国的狂潮。

四、瓜分中国狂潮

开始---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

内容---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租借地和“势

力范围”内享有均等贸易机会。

考点三：（1924）国民党一大召开，黄埔军校建立 100 周年

一、国共合作的实现（1924 年，开始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也称“大革命”1924--1927）

中共三大（1923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国民党一大（1924）：确定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意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

二、黄埔军校：1924，孙中山，广州

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影响：培养出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和随后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考点四：（1934）红军长征开始 90 周年

（1）背景（原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失败原因：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

问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左”的错误）

（2）过程： 瑞金—冲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河（打乱

了敌人的追剿计划） —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

雪山—过草地—吴起镇会师—三大主力（红一二四） 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记住关键点：瑞金、长汀---遵义----吴起镇（陕北红军和第一方面军）---会宁（124 方面军）

（3）长征胜利的意义：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4）遵义会议（贵州遵义，1935）

主要内容：集中全力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左“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

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意义：

①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地位（“毛核”）；

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③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④标志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考点五：（1839）林则徐虎门销烟 185 周年

一、根本原因（目的）：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商品输出）。

二、直接原因：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1839，显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三、结果：中国战败，1842 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内容（危害）：

①五口通商（最能体现英国侵略的性质）：“广厦福宁上”（东南沿海）——便利英国倾销

商品、掠夺原料；

②割地：香港岛——第一次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③赔款：2100 万银元——加重人民负担

④协商关税：——破坏中国关税主权

1843 中英《虎门条约》：领事裁判权（破坏司法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地

建房的权利

四、失败原因：封建制度落后——根本原因；清王朝腐败；经济和军事技术落后。

五、鸦片战争的影响：

①政治-----主权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改变）；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②经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逐步瓦解，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客观作用）。

③思想-----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制夷。

④社会-----中国社会矛盾和主要任务改变。民族矛盾上升主要矛盾，开始肩负既反侵略，也

要反封建的斗争。

考点六：（1919）五四运动爆发 105 周年

一、原因（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说明：弱国无外交）

二、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体现“性质）、“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

十一条”、“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三、五四运动的扩大：运动主力由学生发展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心由北京发展到上海。

四、初步胜利（结果）：①释放被捕的学生②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③中国代表没有在“巴

黎和会”上签字。

五、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性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意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意义）；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思想干部条件。（与党诞生

的关系）

 知识总结：中国近代史 2024 逢五逢十周年大事



学科素养探究

核心素养—唯物史观

【命题角度】

阅读下列材料，分析五四运动的性质？

【参考答案】

一次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中考演练

真题回归

1．（2023•山西）学校的校园文化艺术节上，历史社团的同学们以“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

气概”为主题进行历史剧汇报演出。剧中主人公慷慨激昂地说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

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位主人公是（　　）

A．郑成功 B．林则徐 C．左宗棠 D．邓世昌

2．（2023•雅安）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关天培在虎门悲壮殉国，定海三总兵血战六昼夜为国

捐躯，陈化成在吴淞力竭牺牲，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军。这反映了（　　）

A．中国的独立主权遭到破坏 B．农民阶级反帝救国的强烈愿望



C．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 D．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3．（2023•青岛）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纲》中写道：“正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两个壁垒最终

命运的关头，太平军方面乃有内讧的大事变发生。太平军自己来摧残自己的势力，使敌人

有机会重新抬起头来向自己壁垒反攻，终归把自己扑灭了去。”材料中的“大事变”产生

的主要影响是（　　）

A．使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 B．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C．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D．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4．（2023•济宁）如图所示为太平天国颁布的革命纲领。与前者相比，后者最突出的特点是

主张（　　）

A．学习西方治国 B．实行君主专制 C．平均分配土地 D．实现男女平等

5．（2023•邵阳）李军同学喜欢用顺口溜方式记忆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例如，

他将某个不平等条约内容编成“割台湾、赔两亿、增四口、设工厂”的顺口溜。该不平等

条约是指（　　）

A．《南京条约》 B．《望厦条约》 C．《北京条约》 D．《马关条约》

6．（2023•金昌）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写道：“1894 年的那场‘成中国之巨祸’的

大败，让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这说明，

“1894 年的那场大败”（　　）

A．唤醒了国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意识 B．引起了中国社会风俗发生新的变化

C．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旧式官僚体制 D．推动了社会文化的革新和思想解放

7．（2023•通辽）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曾试图武力侵入中国台湾；光绪五年（1879

年），日本吞并了清朝藩属国——琉球；光绪十一年（1885 年），日本制定出“十年扩军

计划”；光绪二十年（1894 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乘机出兵朝鲜。这些史实可

以说明，这一时期（　　）

A．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 B．清朝开始筹建近代海军

C．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D．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



8．（2023•徐州）如图揭示了（　　）

A．五四运动的背景 B．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

C．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D．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

9．（2023•盐城）时间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历史。如图中“▲”处应填写的内容是（　　）

A．五四运动 B．北伐战争 C．遵义会议 D．中共七大

10．（2023•巴中）在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

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标志是（　　）

A．中共一大召开 B．古田会议召开 C．八七会议召开 D．国民党一大召开

11．（2023•潍坊）如图是学生摘抄的一次重要会议的内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进行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A．开始创建革命军队 B．由幼年走向了成熟

C．确立了建党建军原则 D．实现了革命重心转移

考题预测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林则徐虎门销烟相关知识，做到融会贯通、灵活应答。

1．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指出，“1839 年 6 月 3 日，根据道光帝的谕令，林则徐在虎

门共销毁鸦片 19176 箱又 2119 袋，实重 237 万斤。这个数字占 1838 至 1839 年季风季节

运往中国的鸦片总额六成左右”。从中可以获取的历史信息是（　　）

A．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 B．林则徐主张弛禁鸦片



C．虎门销烟激怒了英国 D．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

【新考法】 核心素养——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调动运用所学知识，准确识记太平天国运

动的相关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2．如图是某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制作的示意图，据此判断，他学习的主题是（　　）

A．虎门销烟 B．金田起义 C．太平天国运动 D．义和团运动

【新考法】  跨学科——考查甲午中日战争相关知识，做到融会贯通、灵活应答

3．2024 年是甲午海战 130 周年，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拟以《甲午战争：1894﹣1895》为主

题举办纪念展。下列能选入此次展览的诗句是（　　）

A．“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B．“黄海有幸葬忠骨，马关耻辱血泪飞”

C．“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

D．“二十九军民族光，挞汝倭国军阀狂”

【新考法】   跨学科——主要考查学生对五四运动相关知识的掌握，重点识记内容与影响。

4．“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

不惜死，来把中国救。”材料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爆发在（　　）

A．1918 年 B．1919 年 C．1920 年 D．1921 年

【新考法】 跨学科——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知道图片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新

经济政策的实施。

5．1934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训令指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

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这份训令清晰地传达出一个讯号：红军

主力不得不实施战略突围转移。这次“战略突围转移”的胜利（　　）

A．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

B．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C．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

D．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十年内战到联合抗日的序幕



考点三  中国现代史篇章

核心考点梳理

考点一：（1954）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 70 周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1954 年）

1、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根本政治制度）

2、会议主要内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五四宪法”；

3、“五四宪法”的性质和地位：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初步奠定社会主义

法制的基础。

考点二：（1964）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60 周年

一、从“两弹一星”到漫步太空

1．“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

原子弹 1964 年，导弹 1966 年，氢弹 1967 年，1970 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

方红一号。

2．航天成就：2003 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

天技术的国家。

二、杂交水稻与青蒿素

3．袁隆平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4．青蒿素：20 世纪 70 年代初，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考点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40 周年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5 年开始，重点---国有企业改革）

1．基本内容：①所有制：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②管理：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

③分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2．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

3．作用/影响：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考点四：（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召开 75 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9，北平）

（1）内容： ①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②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③改北平为北京（首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采用公元

纪年。④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2）意义/作用：①为新中国成立作准备②标志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

式建立。

考点五：（1949）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新中国成立（标志是“开国大典”）（1949．10．1）

意义：①国内：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历史地位）；推翻帝官封统治；实现国家独立；

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

②国际：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考点六：（1979）中美建交 45 周年

（1）中美敌对：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

（2）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主要原因：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表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 年发表《中美建交公报》）标志中美实现正常化。

（3）中日建交：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

知识总结：中国现代史 2024 逢五逢十周年大事

学科素养探究

核心素养—史料证实

1959 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同步举行，“两会”概念应运

而生。



【命题角度】

结合材料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意义？

【参考答案】

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考演练

真题回归

1．（2023•宁夏）历史学家金冲及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前途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　　）

A．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B．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C．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 D．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2023•镇江）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一致拥

护。“它”是（　　）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D．《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3．（2022•邵阳）2021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皮书指

出“中国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保障我国“人

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

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政治协商制度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D．君主专制制度

4．（2023•天津）如图描绘了某宪法草案公布后人们在田间地头热议的画面。随后出台的我

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是（　　）



A．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1914 年《中华民国约法》

C．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D．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2023•大庆）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以国家根本

法的形式确定了（　　）

A．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D．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6．（2023•扬州）1978 年，一些厂矿的负责人提出：每次权力下放，没有人想到要下放到企

业，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企业管得这样死，经济怎能发展起来？这些负责人意在要求

（　　）

A．彻底变更企业所有权 B．改变公有制主体地位

C．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7．（2023•泰州）1984 年 7 月，为打破经营困境，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改革。首批

发行的 300 万元股票，很快被认购一空。股份制改革后，商场有了资金，有了经营自主权，

经营规模和效益都大幅提升。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 B．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

C．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 D．区域地理位置相对优越

8．（2022•德州）1984 年春天，福建省 55 位厂长、经理敢为天下先，联名发出《请给我们

“松绑”》的呼吁信，轰动全国。“松绑”的中心环节是（　　）

A．推行包干到户 B．加强政企融合 C．增强企业活力 D．实行按需分配



9．（2024•大庆模拟）中美两国关系曲折发展。下列反映中美关系由对抗开始走向正常化的

史实是（　　）

A．清政府派詹天佑等人赴美国留学 B．中美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C．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D．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0．（2023•淄博）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

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晤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此“联合公报”

的发表意味着（　　）

A．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B．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C．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D．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敌视政策

考题预测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学生准确解读题干信息以及理解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史实。

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代表等 662 人。这说明

此次会议（　　）

A．讨论新中国成立问题 B．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C．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 D．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考查学生的理

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知道题干材料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2．1954 年首次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

负责，受人民监督。”这些宪法条文表明我国（　　）

A．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建立 B．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C．国内主要矛盾有待转化 D．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国有企业改革，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3．1984 年 7 月，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全国国营商业中率先迈出股份制改

革步伐。11 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本企业和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第

一家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经济新气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

A．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B．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C．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D．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新考法】 新情境——考查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考查考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能力和对材料

的分析作答能力。

4．下面思维导图的标题应为（　　）

A．新中国土地改革 B．社会主义改造

C．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新考法】   核心素养——主要考查中美关系，考查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以及调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5．中国人从对在美亲友等“海外关系”唯恐避之不及，到如今有 30 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求

学；美国人则告别“红色恐慌”，兴起了“功夫热”“熊猫热”和“汉语热”。这些变化

说明中美两国（　　）

A．人文交流突飞猛进 B．双边贸易额迅速增加

C．制度差异正在消失 D．“乒乓外交”轰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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