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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共 15 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 

1. C           2. A      3. B       4. A       5. C  

6 .D       7. A       8. B      9. D      10. C  

11. B      12. A      13. C      14. B      15. D 

第二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16.（11 分） 

（1）“源远流长”。如古代中医药学从西周出现分科，到清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直

从未间断。 

“诊断方法独特”。如战国的扁鹊已经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法进行诊断。 

“重整理与总结”。中医药学著作众多，如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总结千百年来中医药学的经

验著成的。 

古代中医药学理论、诊疗方法的不断丰富与发展，治病、养生、防疫多效并举，取得良好效果。

（7 分） 

（2）古代的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保障了家庭稳

定。有利于政府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稳定了社会基层治理。古代中医药学被传承与发展，铸造了

中华民族的医学特色，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4 分） 

17.（10 分） 

（1）过程：金朝时期，因北京地势原因，漕运不畅，因此政府设闸门来调节水量，但漕运问

题并未得到解决；元朝时期，郭守敬利用北京水资源和地形因势利导，开通了通惠河，最终解决了

漕运问题。（4 分） 

（2）原因：水运成本较低；有前朝运河的基础；明朝迁都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南北方的联系；

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3 分） 

影响：加强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明朝统治；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3分） 

18.（11 分） 

魏源对法国的关注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着力介绍法国的政治演进与军事武备。鸦片战争

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魏源主张开眼看世界，编修《海国

图志》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知识，借此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主张，增进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5 分） 

 陈独秀则更关注法国的先进思想，介绍启蒙思想、进化论与社会主义思想等主张。民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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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和政体没有真正得到巩固，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反思认识到，必须批判束缚国民头脑的专制与

愚昧思想，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礼教，推动思想文化

革新，解放人们的思想。（5 分） 

     魏源和陈独秀的法国观体现了先进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向西方学习以救亡

图存的时代潮流。（1 分） 

19.（12 分） 

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抗战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 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危机加剧。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同胞

一道共赴国难,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捐款捐物，回国奔赴抗战前线，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5 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国家设立经济特区，吸引海外华

侨华人回国投资。华侨华人成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投资最早、投资额最大的力量。随着改革开放深化

推进，除投资领域广泛、投资方式多样，华侨华人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贡献力量，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开拓者、贡献者和受益者。（5分） 

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广大华侨华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赤子之情,竭尽所能为实

现祖国独立与富强贡献力量,反映了他们对祖国高度的认同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1分） 

20.（11 分）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力的下降，欧洲国际地位整体衰落，影响力削弱。政治方面，

随着冷战格局的演变，欧洲事实上被分裂，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明显；经济方面，需

要来自美国的援助、经历了长时间的恢复才重新发展；军事方面，成为“北约”与“华约”对峙的

核心地区，战争威胁挥之不去；殖民主义方面，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欧洲为中心的

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瓦解。（5 分） 

（2）原因：反殖民地化斗争的深入使得原宗主国被迫转为非官方性质的文化渗透；跨国公司

的发展成为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载体；通讯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文化的传播。（3 分） 

    应对：正视西方外来文化；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发挥民众在文化中的主体作用；政府积极努

力维护文化传统。（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