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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重难题·历史

重难题一 17 题

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清朝传统的八旗和绿营军队,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装备上都显示它落后。新

起的湘军和淮军虽然较为先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其新式化的程度也是低下的。清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首

都天京以后,尚需镇压太平军余部和继起的捻军，加之受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影响,防御外敌的意识有所加强，

从清廷到统兵大员都日益感到加强军队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864 年，李鸿章提出:中国应“及早自强，

变易兵制，讲求军实”。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清廷“日益感到加强军队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

采取的措施。（4 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的武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而且多数是美、日等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期间生产的，性能较差、品种繁杂。20 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积极推进国防工业建

设，新中国迅速建立起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及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工业。到 60 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

装备相继装备我军部队，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军与外军常规武器装备的距离。21 世纪随着一大批高新技术武

器装备先后完成研制并交付使用，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综合技术性能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的跨越，一批高新

技术武器装备，其技术性能有的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据李大光《建国 70 年的中国特色国防与强军之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军备建设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4 分）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缔造强大的军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2分）

重难题二 18 题

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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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

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有些

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让统治阶级在共产

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据《共产党宣言》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表的时代背景。（4分）

材料二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评述

这部著作以天才般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

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

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

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

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

理论。

——据《列宁选集》第 2 卷

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

领性文献，毛泽东一生反复研读。每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关

键时期或者历史的重要节点或者党领导的事业遇到重大

疑难之时，毛泽东都要认真研读和向党内推荐共同研读

《共产党宣言》。凡是遇到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中的疑难，

他都要带着问题去研读，从中找到解决难题的答案或思

路，仅从这个线索梳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就对

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据杨明伟《全方位考察

<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列宁和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共同看法。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俄两国在革命

时期对《共产党宣言》的实践有何不同？（4 分）

（3）综合上述材料，简要阐释思想经典与社会发展的关系。（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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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工业革命后的近一个世纪环境立法始终处于“旁观”状态，如英国 1843 年制订首部以控制蒸汽机和炉

灶排放烟尘的法案，此时已距工业革命开始有 70 余年；美国空气污染控制法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但多限于州

或地方条例。由于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未对环境保护给予充分重视，立法根据上也不存在将环境要素作为独立法

益看待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钱小平《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这一时期工业国家环境立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4 分）

材料二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社会观念 私有制，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 合作共享，强调社会公共资源和财富

发展目标和评价

指标

GDP 数量，消费效用最大化，生产率和效

率最大化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依赖型、以环境为代价，以化石能源

为支撑的高碳发展模式

以可再生能源为支柱的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方式

经济与环境关系 环境容量作为约束条件，外部性内部化
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地球环境

空间作为公共资源或生产要素

消费方式 奢侈型高能耗和高碳消费方式 节俭型节能和低碳消费方式

——据何建坤《新型能源体系革命是通向生态文明的

必由之路——兼评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

（2）根据材料二，自拟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予以阐释。（6分）



中考备考用4

重难题三 19 题

4.人类对大地轮廓的探索，有着悠久的历史，下图为 1602 年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

图》(摹本)。读图,完成下列探究活动。

（1）利玛窦来华时中国处于 朝(填朝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进行的空前规模的主动“航海外交”

是 ,最远到达图中的 （填序号）。（4分）

（2）根据上图,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8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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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1）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政府现有军队的落后。（2 分）措施：建

立新式军队，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培养军事人才（或答开展洋务运动）。（2 分）

（2）变化：武器装备由缴获到仿制再到自主研发；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2 分）原

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国防建设的重视；改革开放的实行为国防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次科

技革命的发展等。（2 分）

（3）民族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雄厚的经济基础。（2 分，言之成理亦可）

2.（1）主张：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必将战

胜资产阶级。（2 分）时代背景：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欧

洲工人运动兴起，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2 分）

（2）共同看法：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的理论武器。（2 分）不同：列宁依据《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理论指导俄国进行十月革命，走中心城市暴动道路；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

现实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2 分）

（3）思想经典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思考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指导和促进

的作用。（2 分）

3.（1）特点：时间迟滞；立法层次不高。（2 分）原因：人们极力扩张生产规模，放任了生产引发的环境

灾难；追逐工业发展轻视环境保护。（2 分，任答一点即可）

（2）评分参考：

一等

（5—6 分）

①题目观点明确；

②史论结合，史实运用正确；

③条理清晰，语句通顺，表述完整。

二等

（3—4 分）

①题目观点较为明确；

②史论结合一般，史实运用基本正确；

③条理较为清晰，语句较为通顺，表述较为完整。

三等

（0—2 分）

①题目观点不明确或没有观点；

②史论结合不合理，史实运用不正确；

③条理不清晰，语句不通顺，表述不完整。

示例：

观点：坚持生态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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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工业革命以来，英、美等国家追求工业增长，依赖自然资源、以环境为代价短期内获得经济发展，

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吸取历史经验，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相协调。

4.（1）朝代：明。（1 分）事件：郑和下西洋；（1分）位置：③。（2 分）

（2）评分参考：

一等

（7—8 分）

①题目观点明确；

②史论结合，史实运用正确；

③条理清晰，语句通顺，表述完整。

二等

（5—6 分）

①题目观点明确；

②史论结合较好，史实运用基本正确；

③条理基本清晰，语句基本通顺，表述基本完整。

三等

（3—4 分）

①题目观点较为明确；

②史论结合一般，史实运用基本正确；

③条理较为清晰，语句较为通顺，表述较为完整。

四等

（0—2 分）

①题目观点不明确或没有观点；

②史论结合不合理，史实运用不正确；

③条理不清晰，语句不通顺，表述不完整。

示例 1：

观点：《坤舆万国全图》促进了国人世界观的变化。

论述：《坤舆万国全图》向中国人展现了世界的整体轮廓，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地理学知识，

它以“地圆说”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有利于突破他们封闭的文化

心态，对国人世界观的近代化转型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示例 2：

观点：世界正日益连为一个整体。

论述：《坤舆万国全图》受地圆说的影响，地图呈椭圆形；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麦哲伦船队

环球航行，开拓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使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中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利玛窦作为传

教士来华传教，同时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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