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 2024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历史

免责声明：试题来自网络，非官方渠道，请自行鉴别

1. 瓷器的全球流动

中国瓷器在中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扮演着载体和象征的角色。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与欧洲的距离被

极大地拉近，从前需要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诸国进行转运的中国瓷器，如今与欧洲有了更直接的联系

通道。

（一）瓷器行销世界

（1）随着制瓷技术的重大改进，瓷器远销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文化符号，这发生于________。

（单选）（ ）

A. 秦汉时期 B. 魏晋时期 C. 隋唐时期 D. 宋元时期

（2）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中外交通路线为瓷器行销世界提供了便利，将下列示意图中的交通路线填入空

格中（填涂字母）

①有研究表明，8-10 世纪中国瓷器已经由中亚的撒马尔罕传入大食国境内，该路线是_________。

②郑和出使西洋，曾将一批景德镇官窑的瓷器作为外交礼物赠与外邦。他出使的路线是_________。

③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向中国订购了一批带有王室徽章的瓷器，其葡萄牙的运输路线是_________。

（3）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港口，其与中国的瓷器贸易由官方指定机构代理，该机构

是________。（单选）（ ）

A. 宣政院 B. 市舶司 C. 中书省 D. 广州十三行

（4）结合地图及所学，分析中国的瓷器不断外传的原因有________。（双选）（ ）

A. 外部需求 B. 军事扩张 C. 技术传播 D. 工艺精湛



（二）瓷器影响世界

（5）欧洲瓷器大量订货，直接促使欧洲众多城市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市镇，开始进行了“流水线式生产”，

生产效率不断增加，这得益于________。（单选）

A. 工厂制度的确定 B. 资本主义的垄断

C. 手工工坊的发展 D. 殖民活动的兴起

瓷器的流动推动了文化的交流

材料一：

釉上彩中国乐师像（18 世纪）

材料二：清康熙年间开始出现珐琅影瓷，以中国传统白瓷胎为底，融入西方珐琅彩描绘制作而成。珐

琅彩瓷装饰题材与风格亦受西方影响。

（6）材料一是德意志制作的“中国风”瓷塑，其中的人物形象与中国当时的实际形象不其相符，表现出欧

洲人自多的趣味和风尚，这一现象折射出________。（双选）（ ）

A.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想象 B.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C.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重构 D.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7）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如何理解瓷器全球流动中的文化交流。

【答案】（1）D （2） ①. A ②. B ③. C （3）D （4）AD （5）A （6）AC

（7）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古代瓷器输出不仅是一种商业交易，而且是一种文化交流。瓷器作

为文化交流载体和媒介，丰富了文化内涵，促进文化发展。中国瓷器深受海外人们的喜爱，不仅被用于日

常生活，且出现大量仿制中国各类瓷器现象，西方学习中国瓷器文化过程中进行了想象和重构，推动文化

发展。中国也借鉴了西方文化，丰富中国瓷器文化。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

宋元时期（中国）。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宋朝制瓷技术有重要改进，出现五大名窑，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

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路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D 项正确；其余选项时间均不符合，排除 ABC 项。故选

D项。

【小问 2详解】

（1）本题是填空题。8-10 世纪，中国瓷器已经由中亚撒马尔罕传入大食国境内，图中 A 路线符合经由中亚

传入大食国。

（2）郑和出使西洋，经由海路到达亚非 30 多个国家，他出使的路线是 B 路线。

（3）16 世纪上半期新航路开辟，葡萄牙人经过新航路运输该批瓷器，路线应是 C 路线。

【小问 3详解】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

1784 年（中国）。根据所学可知，1784 年，清朝当时已经设立广州十三行管理对外贸易，因此美国商船“中

国皇后号”其与中国的瓷器贸易由官方指定机构代理是广州十三行，D项正确；宣政院是元朝时期管理西藏

地方事务及全国宗教事务的机构，排除 A 项；市舶司是宋朝时期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排除 B项；中书省

是中央行政机关，不负责管理对外贸易，排除 C项。故选 D 项。

【小问 4详解】

本题是双项选择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根据地图及所学知识可知，中国瓷器外传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瓷器技

术精湛，领先世界，西方国家由于社会需求较大，因此中国瓷器远销海外，AD 项正确；中国古代没有通过

军事扩张来销售瓷器，中国对外交往以和平交往为主，排除 B 项；瓷器在传播过程中也把技术传播到海外，

C项因果颠倒，排除 C 项。故选 AD 项。

【小问 5详解】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

近代欧洲。根据材料“流水线式生产”，“生产效率不断增加”可知，这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后，采用机

器生产，流水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A 项正确；资本主义垄断产生之前，已经出现流水作业，排除 B项；

手工工坊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排除 C 项；殖民活动兴起不会提高生产效率，排除 D 项。故选 A项。

【小问 6详解】

本题是双项选择题。时空是古代、近代中国与西方。根据材料“其中的人物形象与中国当时的实际形象不

甚相符，表现出欧洲人自己的趣味和风尚”，可知，这是在西方不了解的中国情况下，结合自己的认知和

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文化的重构，AC 正确；从材料一可知，这是对中国瓷器文化的重构，不是传承，排

除 B 项；材料反映中西文化相互借鉴，没有体现冲突，排除 D项。故选 AC 项。

【小问 7详解】



本题是认识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古代、近代中国与西方。据材料一的图和材料二“珐琅彩瓷装饰题材与

风格亦受西方影响”并结合所学可知，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古代瓷器输出不仅是一种商业交

易，而且是一种文化交流。瓷器作为文化交流载体和媒介，丰富了文化内涵，促进文化发展。根据材料一

图片可知，中国瓷器深受海外人们的喜爱，不仅被用于日常生活，且出现大量仿制中国各类瓷器现象，西

方学习中国瓷器文化过程中进行了想象和重构，推动文化发展。根据材料二“以中国传统白瓷胎为底，融

入西方珐琅彩描绘制作而成。珐琅彩瓷装饰题材与风格亦受西方影响。”可知，中国也借鉴了西方文化，

丰富中国瓷器文化。

2. 商业贸易与西欧社会转型

11世纪以后，商业贸易复兴驱动一系列历史事件发生，推动了西欧社会向近代转型。

（一）商业贸易复兴是西欧社会转型的动力，催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1）将下列“史事”与“结果”相匹配。（填涂字母）

史事 结果

（1）城市自治 A．创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文化

（2）文艺复兴 B．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3）宗教改革 C．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王权强化

（4）商业革命 D．奠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

（5）启蒙运动 E．出现独立民族教会并助力资本主义成长

（6）资产阶级革命 F．引发欧洲商业格局的重大变化

（二）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积蓄了力量。

（2）有学者指出，12、13世纪以来，西欧社会新兴阶层崛起，同时，许多人或为“有地产的穷人”。“有

地产的穷人”意指________。（双选）（ ）

A. 农民失去地产 B. 土地贵族贫困

C. 穷人获得土地 D. 教会财富贬值

（3）财富向新兴阶层转移，促成了与传统不同的财富观念。概括下列三则材料分别是从什么视角看待财富

的。

材料一：圣·伯尔拿曾说：“你只有蔑视现世的财富，才能在天堂成为一个富有者。”

圣·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因此，甘愿贫穷是人们达到完美的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

——[苏]古列维奇《中世纪的文化范畴》



材料二：波焦·布拉乔列尼说：“金钱对公共福利和市民生活都是非常有益的。……贪婪没有违背天

性，恰恰相反，它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天性，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其他欲望一样。”

——王挺之等《欧洲文艺复兴》

材料三：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都须仰

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4）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及欧洲对外殖民扩张，商业贸易同时也呈现出新的格局，主要表现为________。（双

选）（ ）

A. 贸易中心的转移 B. 货币、信贷的出现

C. 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 D.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

（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西欧社会实现了转型，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

（5）西欧社会实现转型的标志有________。（双选）（ ）

A. 理念上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B. 法律上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C. 政治上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 D. 经济上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

（6）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在发展中也显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以下选项能反映此观点的是

________。（单选）（ ）

A. 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使世界连为一体

B. 工业革命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C.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不确定性增加

【答案】（1）（1）与 C；（2）与 A；（3）与 E；（4）与 F；（5）与 D；（6）与 B （2）BD

（3）材料一是从中世纪教会的角度看待财富的；材料二是从人文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财富的；材料三是从经

济学家的角度看待财富的。 （4）AC （5）BC （6）B

【解析】

【小问 1详解】

（1）结合所学可知，从中世纪中期西欧城市自治运动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王权的加强。因此，（1）与 C

匹配。结合所学可知，14 世纪以来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借宣扬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的思想解放运

动，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因此（2）与 A 匹配。结合所学可知，16 世纪宗教改革倡导创立民族教会和因信

称义的思想，推动了民族教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3）与 E 匹配。结合所学可知，新航路开辟

推动了欧洲出现商业革命，欧洲商业格局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因此（4）与 F 匹配。结合所学可知，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主张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主权在民等政治理论，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奠

定了理论基础，因此（5）与 D 匹配。结合所学可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6）与 B 匹配。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多项选择题。时空是 12、13 世纪（西欧）。据材料“12、13 世纪以来，西欧社会新兴阶级崛起，同

时许多人成为‘有地产的穷人’”结合所学可知，西欧农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富裕农民和工商业市民阶

层兴起和发展，他们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冲击了传统的封建领主。因此“有产的穷人”是指土地贵族的穷

困。中世纪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也受到新的经营方式的冲击，教会财富贬值，BD 项正确；材料是讽喻有产

的穷人，他们是传统的封建领主，而不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排除 A项。故选 BD 项。

【小问 3详解】

根据材料一“《中世纪的文化范畴》”可知，时空是中世纪的欧洲。根据材料一“你只有蔑视现世的财富，

才能在天堂成为一个富有者”“甘愿贫穷是人们达到完美的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可知，主张蔑视

现世的财富，赞美和坚守贫穷是获得上帝拯救的条件。教会主张禁欲主义，材料一是从中世纪教会的角度

看待财富的。

根据材料二“《欧洲文艺复兴》”可知时空是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根据材料二“金钱对公共福利和

市民生活都是非常有益的。……贪婪没有违背天性，恰恰相反，它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天性，就像我们与生

俱来的其他欲望一样”结合所学可知，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渴望，金钱是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资

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人文主义思想就是肯定人追求现世的生活，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因此材料二是从

人文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财富的。

根据材料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知，时空是 18 世纪欧洲。据材料三“他是

贫或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结合所学可知，他主张劳动是获

得财富的源泉和衡量价值的尺度。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因此材料三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待财富。

【小问 4详解】

本题是多项选择题。时空是近代早期（西欧）。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新航路开辟以来及欧洲对外殖民扩

张，促进了欧洲商业格局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促进了西欧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出现了股份公司、

证券交易市场等。AC 项正确；货币、信贷的出现是在古代欧洲出现，排除 B项；D 项是二战后建立的，排

除 D 项。故选 AC 项。

【小问 5详解】

本题是多项选择题。时空是近代（西欧）。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17-18 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英、法人民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权的统治，践行了人民主权思想，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同时，英

国颁布《权利法案》和法国颁布《人权宣言》，在经济上保障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BC 项正确；A 项

是宗教改革的内容，而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排除 A 项；D项是二战后欧洲国家事实宏观调整政策，

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D项。故选 BC 项。



【小问 6详解】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本质题。据材料时间信息可得出准确时空是 19 世纪（西方）。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但是贫富分化加剧，激化社会矛盾，工人阶

级为争取自己权利而展开斗争。B 项正确；A 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与材料时间不

符，排除 A项；C 项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排除 C 项。故选 B项。

3. 历史认识的时间尺度

时间是历史的维度，亦是认识历史的尺度。时间尺度之伸缩，或用于定位事件，或用于解释历史，或用于

评价历史。下面以“晚清教育改革”为例，探究时间尺度在历史认识中的功能和意义。

材料一：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召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不得已议奏招考天文算学，

请用洋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新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

洋人。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片》1867 年

（1）材料一的时间具有什么功能？对理解晚清教育改革有何意义？

材料二：窃维今日中国亟图自强，自必以育才兴学为要综。……近人至以学校之多寡，觇（察看）国

政之盛衰，非无因也。

——管学大臣孙家鼐《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奏折》1898 年

材料三：谨将《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毕业学生考试专章、奖励专章暨各项学堂章程分别缮

写成册，并开列章程名目次序清单，恭呈预览。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1904 年

材料四：宣统二年（1910）教育之状况，全国各种学校共 52650 所，中有师范与实业学堂：学生数 1625534

人，教员 89766 人，职员 95800 人；教育机关 69 处。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2）综合材料一、二、三、四，时间尺度由点到线，在功能上发生了何种变化？这对认识晚清教育改革有

何价值？

（3）归纳下列三则材料对晚清教育改革评价的差异，并运用时间尺度分析其原因。

①清代举办新式教

育源于“国变患

深”……这种被动的保

守的态度实在是清末政

府中人的特色，和民国

②教育的改革……二

千余年的私家教育与一千

余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告

终……启发了更多的时代

观念，增进了更多人的爱

③（癸卯学制）体现

了清末社会性质开始从封

建社会转型到近代社会，

社会组织结构性质也从封

建组织结构转型为近代国



时代自动的积极的态度

大不相同。

——何炳松《三十五年

来中国之大学教育》

1931 年

国思想，认为现状必须改

造，因之向往于革命或立

宪运动。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

钢》1974 年

家组织结构。

——杨天平《晚清教育宗

旨史论》2001 年

【答案】（1）功能：定位事件；解释历史；评价历史。

意义：发挥了解释历史的功能，有利于探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原因，了解晚清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2）变化：解释历史的层次逐渐深入，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全面性；从微观历史向宏观历史转变，历史研究

视角更加深入。

价值：揭示了晚清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增强了晚清教育改革历史研究的深度；通过时间线索把握晚清教育

改革的大事件，由点及面凸显全面性；运用多个时间的历史史料，增强了对晚清教育改革研究的客观性。

（3）差异：①认为晚清教育改革被动保守，与民国时代的积极态度不同。②认为晚清教育改革顺应了时代

潮流，促进了革命和立宪运动。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评价晚清教育改革，更具有客观性。

原因：时间尺度之伸缩，可用于评价历史，三则材料作者依据自身时代体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①作者处

于民国时期，对封建王朝持有革命的态度；②作者处于 20世纪 70年代，评价晚清教育改革时侧重其进步

意义；③作者处于 21世纪，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评价较为客观。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晚清时期（中国）。功能：据材料“时间尺度之伸缩，或用于定

位事件，或用于解释历史，或用于评价历史。”可得出时间具有定位事件；解释历史；评价历史的功能。意

义：根据材料一“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召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

洋人。”可得出晚清教育改革的背景，知晓时间线索对研究晚清教育改革，发挥了解释历史的功能，有利于

探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原因，了解晚清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对比类、认识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晚清时期（中国）。变化：据材料一、二、三、四的时间线索从

1867年 1898年、1904年到 1910年，可得出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解释层次逐渐深入，增强了历史研究的

全面性；从微观历史向宏观历史转变，历史研究视角更加深入。价值：据材料一、二、三、四可知，这种

变化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研究可从研究深度、研究的全面性、研究的客观性等几个角度出发，如揭示了

晚清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增强了晚清教育改革历史研究的深度；通过时间线索把握晚清教育改革的大事件，



由点及面凸显全面性；运用多个时间的历史史料，增强了晚清教育改革研究的客观性。

【小问 3详解】

本题是背景类、对比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近现代中国。差异：据材料“这种被动的保守的态度实在是清末

政府中人的特色。和民国时代自动的积极的态度大不和同。”可得出①认为晚清教育改革被动保守，与民国

时代的积极态度差异很大；根据材料“启发了更多的时代观念，增进了更多人的爱国思想，认为现状必须改

造，因之向往于革命或立宪运动。”可得出②认为晚清教育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促进了革命和立宪运动；

根据材料“体现了清末社会性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近代社会”可得出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评价晚清教育

改革，更具有客观性。原因：根据材料可知，时间尺度之伸缩，可用于评价历史，再结合三则材料作者自

身所处的不同时代，可得出三则材料作者依据自身时代历史研究的方法，体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①作者

处于民国时期，对封建王朝持有革命的态度；②作者处于 20世纪 70年代，评价晚清教育改革时侧重其进

步意义；③作者处于 21世纪，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评价较为客观。

4. 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

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基本经验，形成独特的治理模式。

材料一：起源于战国，推行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其权力运作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皇帝

支配、中央官僚行政、地方官僚行政三个部分。与权力运作过程相关联的官僚自身管理机制和施政手段，

又包括更政、整肃、公文流通和胥吏幕僚四个方面。

——李治安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御史台，学纠察官邪，肃式纲纪。大事则廷辨（朝堂案议），小事则奏弹（上奏、弹劾）。

——（元）脱脱《宋史》

材料三：夫道理之先在乎行教化……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唐）杜佑《通典》

材料四：因时制治，设刑宪（法律）以为之防，欲使愚者知惧而善者获宁，传所谓（古人云）狱者（刑

罚）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辟生者也。

——（明）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

（1）材料一中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产生的时代背景有________。（双选）（ ）

A. 井田制全面推广 B. 宗法血缘关系不断巩固

C. 贵族等级分封制逐渐解体 D. 君主权力逐步加强

（2）①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宋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②根据材料一、二，分析“纠察官邪”，对“古代官僚行政管理”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四，分别概括法律与教化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4）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你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答案】（1）CD （2）特点：目的是为了整顿吏治，维护统治；监察方式是大事廷辨，小事奏弹；以轻

制重。

作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吏治清明。

（3）教化作用：主要是传递文明礼仪；教化人们的行为；凝聚社会力量。

法律作用：主要是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4）论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既适应了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需要，促进社会发展；但后期也阻碍了

社会了的进步，不利于社会转型。

阐述：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基本经验，形成独特的治理模式，这

套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适应了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需要，但后期也阻碍了社会了的进步，不利于社会

转型。起源于战国，推行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制度、监察制度、官员管理制度、法律与教化制

度等都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治，维护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使古代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封建文明。但后期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成为阻

碍社会了的进步，阻碍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使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

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最终皇权达到顶峰，封建治理模式走向僵化腐朽，阻碍了新经济

因素的发展，阻碍进步思想的突破，阻碍中外技术的交流，最终阻碍封建社会的转型，使中国落后于西方，

逐渐沦为西方世界的附庸，开启近代百年屈辱史。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多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背景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古代（中

国）。根据材料“起源于战国，推行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可知“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产生时间

是战国时期，所以其产生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渐解体，君主权力逐渐加强，CD 项正确；井田制

全面推广和宗法血缘关系不断巩固是贵族政治确立的背景，排除 AB 项。故选 CD 项。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宋代及古代中国。特点：根据材料“御史台，学纠察官邪，肃

式纲纪”可知目的是为了整顿吏治，维护统治；根据材料“大事则廷辨（朝堂案议），小事则奏弹（上奏、

弹劾）”可知监察方式是大事廷辨，小事奏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以轻制重。

作用：根据材料“与权力运作过程相关联的官僚自身管理机制和施政手段，又包括更政、整肃、公文流通

和胥吏幕僚四个方面”和所学知识可知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根据材料“御

史台，学纠察官邪，肃式纲纪”可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吏治清明。

【小问 3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教化作用：根据材料“夫道理之先在乎行教化……制礼以端



其俗”可知主要是传递文明礼仪；教化人们的行为；根据材料“立乐以和其心”可知凝聚社会力量。

法律作用：根据材料“欲使愚者知惧而善者获宁”可知主要是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根据材料“禁暴止邪，

养育辟生者”可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小问 4详解】

本题是论述题之探究结论论证题。时空是古代（中国）。首先分析设问---“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

式”，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利有弊，故可拟定论题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

模式既适应了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需要，促进社会发展；但后期也阻碍了社会了的进步，不利于社会转型。

然后结合材料“古代官僚行政管理”、监察制度、法律和教化制度等相关内容以及所学的基础知识论证其

适应了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需要，促进了社会发展；以及结合所学知识论证其阻碍了社会了的进步，不利

于社会转型。最后，总结归纳，完成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