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时作业

一、选择题

1.在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中，主张“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

A．林则徐 B．李鸿章 C．梁启超 D．胡适

2.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下列关于戊戌变法的影响，说法

正确的是（ ）

①它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②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意义

③它对中国社会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④它的失败，促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由革命转向了改良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3.1905 年 10 月 20 日一份报纸的发刊词上写道:“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日民族，

日民权，日民生。”下列关于这一报纸表述正确的是

A.创办于戊成变法期间 B.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

C.创办于新文化运动期间 D.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

4.某校排练了一部历史剧，其中一句台词是：请“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来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德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据此判断在这部历史剧中表现了（ ）

A．太平天国运动 B．辛亥革命 C．新文化运动 D．北伐战争

5.社会变化反映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是上海白渡桥平均每天通行情况表（单位：次）。

材料反映出（ ）

A．等级观念的消失 B．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C．民族工业的发展 D．交通工具的近代化

6.以下照片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旧址 清政府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的诏书

A.清朝对外关系的发展 B.清朝科举制度的变化

C.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D.近代统治思想的变化

时间 人力车 马车 轿子 自行车 汽车 有轨电车

1889 年 544 9 11 0 0 0

1926 年 14600 0 0 3459 3936 922



7.右侧民国时期社会习俗的变化反映出

A.自由平等的新风尚

B.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C.保守封闭占据主流

D.等级思想根深蒂固

8.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下面一组图片反映了

A.居住环境的变化 B.交通设施与出行方式的变化

C.电信事业的发展 D.衣着服饰与审美意识的变化

二、材料分析题

社会文明的发展，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社会生活】

材料一 （南宋）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

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法）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

材料二

（1）依据材料一、材料二概括宋代社会生活的特点。（2 分）

【近代社会生活】

材料三

20 世纪 80 年代
上下班的人流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港珠澳大桥

清朝旧习俗 民国新习俗

跪拜礼 鞠躬、握手

“老爷”“大人”称谓 “先生”称呼

宋蹴鞠

纹铜镜

（摹本）

（瓦子）奇术异能，歌

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

杂十数里。

——（宋）吴自牧《梦

粱录》

《纸鹞》（风筝）

弄假如真舞碧空，吹嘘全

在一丝风。唯惭尺五天将

近，犹在儿童掌握中。

——（宋） 宋伯仁



（2）依据材料三，说出康有为主张剪发辫的理由。（2 分）

材料四

（3）依据材料四，说出晚清民国之际，出现剪发辫风潮的原因。（1 分）

【现代流行服饰】

材料五 服装潮流的变化，反映着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选择服装的标准一般是价廉和耐穿，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

行色，服装样式也千篇一律。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不断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进入大陆，向年

轻人传递着潮流信息，一个多样化、多色彩的服装时代到来了。喇叭裤、蝙蝠衫等各型

各色的服装逐渐成为时尚。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

国和出口国。1978 年（人口 9.6 亿）我国服装产量为 6.7 亿件，1991 年（人口 11.6

亿）跃为 55 亿件，人均新衣 5 件以上。90 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开放，穿衣打

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

——摘编自袁仄、胡月《百年衣裳》

（4）依据材料五，说出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我国居民的服装潮流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试分析变化的原因。（4 分）

辫发长重，行动则摇，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且垂辫

既污衣……衣污则观瞻不美。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

弄，既缘国弱，天遭戏侮，斥为豚（猪）尾，去之无损。

──康有为进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结发辫

1919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

汹涌澎湃。 1912 年 3 月，民国政府颁布法令：“凡

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不遵者以违法论。”

军警为

行人剪

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