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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D
提示：从材料中的《梨俱吠陀》和

《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文献记载可

以看出，印度的种姓等级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说明社会发

展影响种姓成分，D项正确；材料无法

得出两国史料的可信度，排除A项；材

料与商人的社会地位无关，排除B项；

C项错在完全不一致，如吠舍成分略有

相同，故排除。

2.B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印度的《罗

摩衍那》和中国的《西游记》有类似的

形象和情节，说明文明的多样性中蕴

含着同一性，B项正确；《罗摩衍那》成

书早于《西游记》，不能体现中国文学

影响周边国家，排除A项；C项在材料

中未体现，排除；材料未体现市民阶层

兴起影响了文学创作，排除D项。

3.D
提示：吴哥窟中的很多浮雕的题

材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

神话故事为蓝本，反映了印度文化对

东南亚文化的影响，D项正确；题干不

能说明柬埔寨石窟艺术源于印度文

明，也不能说明柬埔寨艺术都与佛教

有关，排除A、B两项；材料没有体现吴

哥王朝以印度教为国教，排除C项。

4.C
提示：结合题干和所学可知，12

世纪完成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现

存最早的史书。

5.D
提示：儒家思想讲究君臣、父子等

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理论，材料中“伏

完公事时从臣礼，皇后在私下场合从

子礼”“逼迫仁宗外祖、权臣李资谦让步

遵从”显然受到了儒家君臣观和家庭伦

理观的影响。

6.B
提示：依据材料“国际压力”“民族

危机感”等信息并结合文章《日本三次

社会转型及其历史启示》可知，日本需

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进行一场变

革，以推动日本社会转型，故进行了大

化改新，故 B项正确；隋、唐的强大增

加了日本的紧迫感，并非隋唐的发展经

验，故排除A项；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

系加深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感”，故排除C
项；有“民族危机感”不等于出现统治

危机，排除D项。

7.C
提示：由材料可知，玛雅人、阿兹

特克人、印加人和欧亚大陆的文明一

样，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有着行政

系统，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一定

的客观规律，故 C项正确；玛雅人、阿

兹特克人、印加人进入文明社会时，新

航路还没有开辟，不会深受欧亚大陆

各文明的影响，故A项错误；受生产力

条件的限制，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

加人等建立的印第安文明间没有实现

密切的交流，故 B项错误；如前所述，

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

联系，故D项错误。

8.B
提示：结合所学可知，新航路开辟

后，西方殖民者大量涌入美洲进行殖民

掠夺，对美洲文明带来了致命打击，故

选B项；虽然美洲地区文明在发展过程

中，内部也出现了多种问题，但并未导

致文明灭亡，A、C、D三项都是内因，而

三大印第安文化相继毁灭殆尽是出于

外因，均排除。

二、非选择题

9.（1）这一阶段日本大量吸收唐
朝文化，如唐诗、书法、绘画、儒家学
说等。

（2）日本不是简单地复制唐朝文
化，而是始终遵循着一条原则，即维护
日本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在此基础上，
对吸收来的唐朝文化进行适合自己国
情的改造和创造。

（3）特点：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
积极学习其他民族长处的民族。

作用：把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带
回日本，促进了日本的变革和经济文
化的发展，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完备了
国家体制，确立了天皇国家最高统治者
的地位，跳跃式地实现了历史的一次重
大改变。

10.（1）农业、城市建设、建筑、文
字等。

（2）用于观测天文，传播文化；是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用于安葬国
王或首领；传播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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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B
提示：材料说明有虞氏和夏、商、

周三族都认为本族是黄帝族的后裔，

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已有民族认同的意

识，故B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政治制

度，排除A项；材料信息无法体现区域

间的文化交流频繁，排除C项；材料无

法体现华夏族已经形成，排除D项。

2.C
提示：由材料中中国文化结构更

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

知，C项正确；A、B两项出现在汉朝，且

说法不全面，故排除；D项只符合胡汉

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这一

个方面，说法不全面，故排除。

3.D
提示：顾炎武用西晋王衍空谈误国

的例子提醒知识分子“今之君子得不有

愧乎”，是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主张

经世致用，故选D项；材料没有体现反

清复明、反对王阳明的心学，排除A、C
两项；材料也没有体现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思想，排除B项。

4.C
提示：依据材料可以看出，蕴含着

一定的天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敬天保

民的思想特点，C项正确；材料未涉及

仁政思想，排除A项；材料不能看出民

主思想，排除B项；材料没有天人感应

内容，排除D项。

5.B
提示：由材料“关上大门便把外界

的尘嚣留在高墙之外，在园中赏花栽

木，宁静养心”可以看出，材料体现出

传统文化内涵中的“天人合一”，人与

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B项正确；材

料不能反映以民为本，排除A项；材料

没有比较，也不能反映和而不同，排除

C项；材料主旨不是反映平遥地区四

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资料增加；科技和
医疗水平的进步，死亡率下降。

趋势二：1750年后亚洲人口所占
比重逐步下降。

原因：这一时期亚洲遭受欧洲的殖
民侵略，战争不断，政局动荡；经济落
后，生活资料匮乏；工业化水平和医疗
水平较低，死亡率较高。

趋势三：1750年之前美洲占比下
降，之后则不断扩大。

原因：欧洲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
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美洲人口下
降；1750年后，非洲黑奴和欧洲移民的
涌入，促进美洲人口增长。

（“答案”不唯一，其他趋势及原因

言之有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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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B
提示：亚历山大东征开辟了地中

海向东到达中亚、印度的交通体系，张

骞凿空西域，连接东亚到达中亚的交

通，表明东西方都为丝绸之路的开拓

作出贡献，B项正确；张骞并未到达地

中海沿岸国家，A项错误；战争只是文

明交流的一种方式，张骞凿空西域使

用的并非战争手段，C项错误；材料不

能说明中西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很频

繁，D项错误。

2.B
提示：材料中腾冲商务繁盛，是中

缅贸易的“丝棉之路”的枢纽，这说明

“西南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经济联系

中的价值，故B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

腾冲的经济职能，而非军事防御职能，

故 A项错误；材料主旨是陆上“丝棉之

路”，故 C项错误；材料只是反映了腾

冲曾经的繁华，难以说明西南经济发

展领先于东部沿海，故D项错误。

3.C
提示：题干中“印度洋”“恒河”“印

度商人”都在强调在丝绸之路贸易中

印度的重要性，故C项正确；A项说法

绝对，故错误；题干体现的是印度在古

代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是

强调古代印度拥有较强大的对外贸易

能力，故B项错误；题干并未体现中印

外交关系有着较复杂的历史渊源，故D
项错误。

4.B
提示：据材料可得从长安出发，大

体上有海、陆两条丝绸之路。隋唐时期

陆路上的“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时期，

东起长安，经中亚，一条至今天的印

度、巴基斯坦；另两条至地中海进入欧

洲或从西北进入欧洲，且开辟了通往

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故B项正确。

西汉时期，中国仅开辟了通往印度洋

的海路，并未开辟通往波斯湾的海路，

故A项错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

但陆上丝绸之路已衰落，故C项错误；

元代时期，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

得以扩大，海陆丝绸之路比图中的路

线更多，故D项错误。

5.C
提示：由材料“宋代船舶通行于南

洋和‘西洋’”“需在锡兰湾(今斯里兰卡)
改换成宋舶”并结合所学可知，更换船

舶是由于宋代遥遥领先的造船及航海

技术，故C项正确；材料不能说明海外

贸易规范有序，故B项错误；材料强调

海上交通贸易并未涉及陆地，不能反

映出中外交通贸易兴盛，故A项错误；

根据所学可知，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

宋朝政府鼓励对外贸易，故D项错误。

6.C
提示：由材料“城外千帆海舶风”

“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江淮闽浙处处

有之”可得出，北宋海外贸易发达，海

上丝路贸易兴盛，C项正确；A项“开

始南移”说法错误，排除；B项材料未体

现，排除；材料体现的是海外贸易，不

是民间长途贩运，排除D项。

7.A
提示：题目中显示的是古代中国的

丝织品经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情

况，途经新疆地区，故A项正确；题目

中没有显示出是开始输往地中海地

区，故 B项错误；纬锦属于丝织品，不

是棉纺织品，故C项错误；材料不能反

映商帮经营方式的出现，商帮出现在

明清时期，7世纪中叶时中国处于唐朝

时期，故D项错误。

8.D
提示：许多陪葬的陶骆驼背上驮

着丝绸，驭手几乎都是表情各异的胡

人，这反映了当时唐朝与周边政权经

济交流密切，也体现了经济交流影响

社会习俗，故D项正确；材料与海上丝

绸之路无关，A项错误；材料中提及的

是陶俑，不能反映制造瓷器的水平，排

除B项；材料中胡人不是藏族，C项错误。

9.B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康熙、乾隆

时期，中国官员和商人出使或游历欧

洲，并在所著书籍中介绍了欧洲政治、

建筑和风土人情等，由此推知康乾时

期，中西交往利于开阔视野，故B项正

确；闭关锁国政策并非禁绝中外一切

往来，故A项错误；材料只涉及两人的

见闻，对天朝上国观念构不成冲击，故

C项错误；材料中的樊守义是出使罗

马的官员，不是商人，故D项错误。

10.A
提示：材料信息反映的是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传播到琉球、

日本、泰国、缅甸乃至整个东南亚地

区，这表明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中外经

济文化交流增强，故A项正确；妈祖信

仰不是中原文化的体现，故B项错误；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代就已拓展到这些

地区，而材料中妈祖信仰的传播是在

明清时期，与材料时间不符，故C项错

误；材料反映的是妈祖信仰的传播，与

朝贡贸易无关，故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1.（1）特点：官府主管和组织人

员前往；始发港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航
程已远达南亚，物品远销欧洲；伴随着
经济、文化交流。

影响：提升了汉朝的海外影响力；
加强了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文
化交流；扩大了汉朝对外交往的渠道。

（2）①陆上丝绸之路受气候、地形
限制；②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阿
拉伯国家长期对峙；③经济重心南移；
④技术的进步(造船和指南针)；⑤统治
者的对外开放政策；⑥新航路开辟的
影响。

12.看法：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促进
中外文明的交融。

说明：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历史悠久，自

古以来，中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交流。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传统贸易的重
要通道。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使
者、商人络绎不绝。丝绸、瓷器、茶叶、
四大发明等传到国外，胡椒、波斯枣、
高丽乐等传入中国，中外贸易互通有
无，贸易品种多样，丰富了中外人民的生
活，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有利于中华文
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扩大了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历史
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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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示例一
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
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其出

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谋求人类的幸福，
孔子所言“忠恕之道”即是“仁道”，而

“仁道”以平等为基础，一切反人道主
义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
的，一切反对公平的文化不是中国传
统文化。《论语》中说“君子固穷，小人
穷斯滥矣”，就是说君子在穷途末路时
也要坚守底线，小人在困苦之中，可能
就胡作非为了，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底线意识，知止有定。

这些文化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因

此，具有普遍性。

示例二

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不

断创新。

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连

续性，始终贯穿着“仁政”“民本”“忧患

意识”“以德教化”等基本核心思想，例

如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并提出了“仁”的

哲学理念，孟子在其基础上，将之发展

为“仁政”的政治构想，董仲舒则进一

步充实并发展了“仁政”的理论。这些传

统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单一的内容，而

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发展创

新。董仲舒提出天道理论、君权神授；

宋明理学完成了儒学的思辨化和哲学

化；等等。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断

传承的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兼

收并蓄、突破自我、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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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D
提示：印欧人的一支腓尼基人创造

字母文字，后经希腊字母演化为拉丁字

母，并最终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古印

度的雅利安人也源于印欧人，故二者

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语言祖先，故 D项

正确，排除A、B、C三项。

2.A

提示：前赵统治者刘渊、后赵创立

者石勒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爱

好汉文化，积极学习中原汉族先进思

想文化，加强与汉族的交融，说明民族

迁徙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故选 A
项；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主流思想，故

排除B项；材料看不出对中华文化内容

的丰富，故排除C项；十六国时期战乱频

繁，故排除D项。

3.D
提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野蛮胜利”的

结果，具体是指日耳曼人的入侵，消灭

了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

“宗教胜利”的结果，具体是指基督教

的兴起湮没了古罗马文明，使帝国越

来越弱，直至灭亡，故D项正确，排除

A、B、C三项。

4.A
提示：根据所学可知新航路开辟

后，大量黑人被从非洲掠走，贩卖到美

洲作奴隶，给美洲带来了大量的劳动

力，答案为A；黑奴贸易给非洲带来了

巨大的灾难，而不是美洲，B项错误；

大量印第安人被屠杀导致美洲劳动力

短缺，才出现黑奴贸易，故 C项错误；

黑奴贸易一定程度促进了美洲经济的

发展，D项错误。

5.C
提示：从材料来看，殖民扩张使得

各个大洲人口迁徙，产生了很多国际

移民，这些移民使得人口迁入地的人

种组成更加丰富，C项正确；材料反映

的是欧洲、非洲人流入美洲，无法体现

世界各大洲彼此之间形成了大规模的

人口迁移，排除A项；B、D两项与材料

无关，均排除。

6.C
提示：结合所学可以推断，这些来

自东欧及南欧的移民，由于语言不通、

教育程度不高，加之原本比较穷，因而

贱价求工，“使本地人及较早来的移民

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为美国提供了

大量廉价劳动力，故选C项；A、B两项

不符合题意及史实；D项没有体现。

7.A
提示：据材料“具有高度封闭性”

“中西文化融合现象业已出现但远非

主流”“中国历史的海外延伸”可知，澳

大利亚淘金华工传承了中国传统生活

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A项正

确；B项所述与“中西文化融合现象业

已出现”不符；题干材料不能反映淘金

华工建立独立国家，更体现不出“闭关

锁国政策”，排除 C项；题干主旨是澳

大利亚淘金华工深受中国传统生活方

式的影响，但不能体现其“济世安民”

的思想，排除D项。

8.A
提示：材料反映美国总人口增长

中移民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使美国多元文化的特征更

加突出，故A项正确；B、D两项在材料

中无法体现；C项与史实不符。

9.C
提示：1993年国内技术人才还是

比较匮乏的，排除A项；回国工作和为

国服务，都是爱国热情高涨的表现，排

除 B项；材料应该是强调政府对人才

的重视，而不是出现转折，排除D项；

因为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移居

海外，所以他们回国服务就不太现实，

故而提出为国服务的口号，也说明了

跨国移民浪潮发展迅速，故选C项。

二、非选择题

10.（1）赫梯人改进了冶铁技术，
适合生产生活需要；赫梯帝国崩溃后，
工匠向四处移民，将冶铁技术传遍欧
亚大陆。

（2）将北方民族游牧文化融合到
中原文化中，为隋唐大一统和文化繁
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1.（1）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
人；世界上许多地方不愿接收犹太难
民；上海作为租界的特殊性。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于他
们自身寻求家园及与家人团聚的需
求；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中国内
战爆发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12.示例 趋势一：欧洲人口总数
逐步增长。

原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
政局稳定；新航路开辟后物种的交流，
工业革命使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合院的悠久历史，只是反映了

其结构特点，排除D项。

6.C
提示：据题意内容可知，中国的传

统节日活动都有着丰富的寓意和美好

的祝福，体现出传统节日蕴含丰富的

中华文化内涵，C项正确；这些节日不

能体现饮食结构的变化，不涉及宗教娱

乐活动，排除A、B两项；这些节日中不

全部是体现尊老爱幼美德的，D项以偏

概全，故排除。

7.C
提示：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部分内容”表格可知，不同领域的文化

成就多种多样，体现了中华文化具有博

大精深的特点，C项正确；A、B、D三项

说法错误，均排除。

8.B
提示：根据材料人物、时间信息分

析，以上现象出现于明清时期，根据材

料“利玛窦带来了望远镜和世界地图”

“徐光启等士大夫开始研究和介绍西

方科技”分析，①正确；材料中大量中

国书籍被翻译成西方文字说明了③正

确；材料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

后陆续有传教士东来”说明④正确；明

末清初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社会

的主流思想，西学未产生太大影响，②
错误。

9.B
提示：材料表述了楔形文字的发展

过程，由单纯的记账工具到辅助记忆，

再到记录口语，最后成为表达和沟通

思想的工具，可以得出，文字的功能是

不断完善的，故B项正确；适应社会的

发展需求是文字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

特征，但这两者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且

并非材料主旨，表述过于绝对，故A项

错误；文字产生之后就具备完善功能

不符合实际，文字从产生到成熟一般

都要有一个过程，故C项错误；材料体

现的是文字功能的演变，不是文字书

写，D项与材料无关，故D项错误。

10.B
提示：据材料“特别是‘阿拉伯人

点燃了文明之火，照亮了欧洲黑暗的

走廊’”可知强调的是阿拉伯文化对西

方的影响，故选B项；阿拉伯人是东西

方文化传播使者并不是材料主旨，排

除A项；文化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国家

统治范围之内，排除C项；阿拉伯和东

方国家并不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排除

D项。

11.A
提示：据材料可知，柏拉图认为古

希腊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

是不好的，这体现了柏拉图对道德教

化问题的重视，故A项正确；“人文主

义者普遍推崇理性”说法过于绝对，故

B项错误；材料并不能反映文学家和

艺术家没有社会地位，故C项错误；材料

无法体现社会人情淡薄，故D项错误。

12.B
提示：根据材料“经常以挑剔的眼

光看待周围的世界”“浑厚淳朴的罗马

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

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息”并结合所学

可知，以前是罗马共和国，现在是罗马

帝国，他面对共和时代的忠勇爱国成

为苟且因循，俭朴刻苦变成了奢侈浪

费，而军队的勇武精神也为骄奢淫逸

所取代，他用共和时代贵族政治家的

挑剔眼光，审视已经变化的世界，即从

历史的角度审视现实，故B项正确；材

料中塔西佗只是客观审视了今昔变

化，而未表达自己的主张，故排除 A、

C、D三项。

13.A
提示：中古时期基督教成为古希

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保存者，古希腊经

院哲学被用来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

而文艺复兴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

化，弘扬资产阶级文化，表明基督教同

文艺复兴存在一定历史渊源，故A项

正确；B项材料未体现，排除；基督教

是宗教，不可能与科学精神没有冲突，C
项错误；D项说法错误，排除。

14.C
提示：结合材料中城市及所学可知，

拜占庭帝国境内汇聚了古希腊文明、

古罗马文化、古代西亚文化、古埃及文

化等，所以这里曾是古典文化活跃区

域，丰富的历史遗址，文化的浸染，会

形成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故选C项；

罗马帝国发源地是亚平宁半岛，故排

除A项；工商业发达与研究古典文化不

存在主要关系，排除B项；此处的古典

文化是西方文化，故位于东西方世界

之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着力研

究古典文化，排除D项。

15.B
提示：结合所学可知，4—6世纪中

期，印度处于笈多帝国统治时期。材料

中当时亚洲很多国家的学者来印度求

学，是因为笈多帝国时期佛教文化发

展到极致并进入黄金时期，使其成为当

时亚洲的文化中心之一，故B项正确。笈

多帝国时期印度教和佛教平分秋色，

且佛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印度教文化

呈上升趋势，故排除A、D两项；德里苏

丹国于13世纪初建立，排除C项。

16.D
提示：据材料信息可知，因美洲文

明远离古代世界文明中心，交通不便，

难以吸收借鉴先进文明，故生产方式

和文化较为落后，体现出文化交流互

鉴的必要性，故选D项；材料的主旨强

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非强调欧亚

文明先进，排除A项；材料与西方侵略

美洲无关，强调的是古代美洲落后的原

因，排除 B项；“决定”一词过于绝对，

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排除C项。

二、非选择题
17.（1）特点：统一性与多样性相

结合；连续性和变革性相结合；保守性
和开放性并存。

成因：①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中国
疆域广大，民族交融、统一占主流；
③儒家思想占据传统文化的正统地
位；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⑤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传承、积淀、交
融、创新；⑥农耕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⑦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近代工业文
明的发展。

（2）新变化：学习吸收西方的先进
文化，学习内容以政治和思想文明为
主；与救亡图存相结合。

原因：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进
行不懈探索；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近
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西方
民主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1）史料价值：法典反映了古
巴比伦王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
面的情况，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
的重要资料。

影响：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权威；
有利于稳定社会。

（2）特征：埃及文明是伦理（神权）

社会；两河流域文明是法制社会。
主要原因：地理环境的差异；民族

因素；文化继承性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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