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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江西中考黑白卷重难题新考法题·历史

1.（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某历史兴趣小组围绕“中国教育的发展”这一主题设计主题板报，以下是同学们设计的板报内容：

汉代太学 京师大学堂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介绍词：是汉代设在京师的全

国最高教育机，开设《易经》

《诗经》《尚书》《礼记》《春

秋》等课程，汉武帝采纳董仲

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

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儒学人

才。

介绍词： 介绍词：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大、清

华、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而成的综合

性大学。学校大师云集，名家荟萃，

为当时国内教授阵容最强、学术水平

最高的高等学府，为中国乃至世界培

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被誉为中国教

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1）请你仿照示例，补全板报介绍词的撰写任务。（4 分）

（2）√新考法 增加史实并说明理由 请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为该主题板报再增加一个新的学校，并说

明你增加的理由。（4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B%A3/48027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B8%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7%E6%97%A5%E6%88%98%E4%BA%89/1284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C%80%E5%A4%A7%E5%AD%A6/1345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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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小宋同学在学完中国古代史后，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下面是图书馆刚收录的一套新书的分卷

书目：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的分卷书目：

卷目 书名

第一卷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第二卷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

第三卷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第四卷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第五卷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第六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据卜正民《哈佛中国史》整理

（1）如果想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史事，你认为应阅读这套书的哪些卷？（只写卷目即可）？（2 分）

（2）√新考法 选择史实并说明理由 小宋同学拟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魅力”的课题，计划借阅书籍进行

研究，请你帮他选择一本并说明借阅图书的理由。（6 分）

3.（10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亚非拉地区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进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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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考法 补充史实并说明理由 请你为材料一所示进程图再增加一个史实，并简要说明你补充的理由。

（4 分）

材料二 20 世纪部分非洲国家相继独立表

获得独立的时间 获得独立的国家 所摆脱的国家

1960 年 刚果共和国 比利时

1960 年 索马里 意大利

1960 年 尼日利亚 英国

1960 年 加蓬 法国

1960 年 毛里塔尼亚 法国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主要原因。（2分）

材料三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确立了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

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进行共同斗争的“万隆精神”，20 世界 60 年代初，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发起了旨在维

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不结盟运动。1964 年，7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

权益，反对殖民主义，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从而形成七十七国集团。

——摘编自《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

（3）根据材料三，概括广大亚非拉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手段。（2 分）

（4）请你为上述材料拟定一个合适的主题。（2分）

4.（8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

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

【王淑芬梳时兴的圆髻，而李三却还带着小辫儿。】

【二三学生由后面来，与他们打招呼，出去。】

王淑芬： (看李三的辫子碍事)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王淑芬:裕泰茶馆的老板娘;李三:裕泰茶馆跑堂的)

——摘自老舍《茶馆》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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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促使“茶座也大加改良”的历史事件。（2分）

（2）小历同学认为，《茶馆》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根据材料并

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理由。(6 分)

5.（8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清末
旗人女子所穿的袍服袖口平且宽大，并通常在袍外穿马甲，完全掩盖了女子的体形，旗袍的

穿着及装饰更是旗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20 世纪初 汉族女性穿着旗袍的人数增多，旗袍也摒弃了传统的繁冗矫饰之风，变得简约素朴

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

学习西方的裁剪方式，改变了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渐渐显示出来。

1929 年民国政府将旗袍定为国服

1940 年代
战争导致社会经济萧条，人们在穿着打扮上崇尚节俭，旗袍趋向以简洁、实用为主要特色，

面料则从崇尚欧洲进口向采用土布转变

1950 年代 来自解放区女干部服的影响和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旗袍走向衰落

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

旗袍再次回归人们视野，并且袖子的长短、两边的开衩、腰身宽窄有了更大的突破。1984

年旗袍更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

21 世纪 旗袍手工制作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女性的象征

——摘编自刘瑜《中国旗袍文化史》

（1）根据材料，概括近现代代旗袍发展的特点。（2 分）

（2）根据材料中的历史信息，自拟一个你想论述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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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1）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成果之一，学校创办于 1898 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以“广

育人才，讲求实务”为宗旨，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4

分）

（2）示例一：学校：京师同文馆。（1分）

理由；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1862 年，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课程设置英、法、俄文，后增

加算学、天文等。京师同文馆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

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贡献了力量。（3 分）

示例二：黄埔军校。（又称“中国国民陆军军官学校”）（1分）

理由：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担任政

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军事和革命人才，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和随后的北伐战争作了重要准备。（3

分）

2.（1）第一卷、第三卷、第五卷和第六卷。(2 分，答错或不完整不得给分)

（2）示例一：书籍：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2分）

理由：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建立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后世所沿用。（2 分，列举这一时期的史事）首先阅读第

一卷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源头。（2 分，简要阐释）

示例二：书籍：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2分）

理由：唐朝前期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在民族关系、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建

树，呈现出繁荣、富强的盛唐景象，成为当时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

转衰。（2 分，列举史事）首先阅读这一卷能够更好地分析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盛与衰亡的因素，把握

历史发展的规律。（2分，简要解释）

评分说明：选择其他卷目亦可给 2 分，说明理由与所选卷目的历史史实相匹配，且史论结合，逻辑清晰给 4

分，共 6 分。

3.（1）示例一：增加的史实：1819 年，玻利瓦尔解放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地，领导了南美

洲的独立运动。（2 分）

理由：玻利瓦尔领导的南美洲独立运动，推动了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2 分）

示例二：增加的史实：1920 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发起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理由：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2分）

（2）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逐

渐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法等列强遭到沉重打击，其对非洲殖民地控制的减弱；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

觉醒；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的广泛开展。（任答一点给 1 分，共 2 分）

（3）团结合作原则的指引下，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成立国际组织等方式巩固民族独立和维护自身权益。（2

分）

（4）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符合题意即可，2分）

4.（1）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2 分）

（2）【答案一】判断：同意。

理由：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剪辫、易服和劝禁缠足等革除社会陋俗的法令，深刻地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材料中的广告画、男式西装等都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新气象。因此，《茶馆》从社

会生活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6 分）

【答案二】判断：同意。

理由：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法令，促进了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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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的发展，老式《茶馆》中出现的新式广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证据。因此《茶馆》从经济的角度

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6分）

【答案三】判断：不同意。

理由：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政府颁布一系列剔除象征封建时代的辫子、服装等法令，但

是，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茶馆》李三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茶馆》

只是局部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并不能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6分）

5.（1）地位上：兴起——衰落——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对象上：满族服装——民国时期的国民女装——改

革开放时期受到各国欢迎；形制上：直筒、宽大——体现女性曲线美——更加个性化和开放。（2 分。从以

上任何一个角度回答即可）

（2）【示例一】观点：旗袍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

论述：清朝时，旗袍宽大臃肿，反对女性服饰过于裸露，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自由和美的表达。辛亥革命以

后，旗袍逐渐往修身合体的方向发展，使女性曲线美、典雅的身姿得到体现，体现出女性自身审美意识的

觉醒。改革开放后，随着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现代女性于旗袍方面的审美变得自由、多样、开放，成为体

现自己的志趣与爱好。（6分）

【示例二】

观点：旗袍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变迁密切相关。

论述：辛亥革命后，政府颁布剪发易服的政策，旗袍不再是贵族女性的专属，使民主、自由精神得以体现。

旗袍变得更突出女性体态美，表明人们的思想由束缚走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

设，朴素干练的女干部服受到大家欢迎，因旗袍不适合生产劳作中穿着而淡出视野。改革开放后，随着物

质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旗袍不仅是女性追求时尚和个性展示的服饰，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展示了

中国的国际形象。（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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