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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概念分析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

刻变化。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关键一跃”，促使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

念等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 

比如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 向

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从 19 世纪五、六十

年代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

时期。这是一种社会质变，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 

有人认为，20 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社会转型。一次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及中华民

国的成立，这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第二次是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和平变革式的

转型。将 1911～1978 间当作历史整体看，国民政府未完成社会转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

也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深入社会转型的机会。 

有人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定位在 19 世纪前 60 年，清帝国的根基发生

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扩张，中国成为附庸，并由此接受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影响，为

日后社会变革进行了重要积累。有人强调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段。社会结

构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都发生了变动。 

有人讲中国近代的转型分为 4 个时期： 

第一时期：1840 一 1860 年，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基础上进行

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 

第二时期，1860 年代到 19 世纪末，随着西方各种影响在中国急剧膨胀。传统社会发生

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 

第三时期：大约从 20 世纪初到 1911 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  

第四时期：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

开辟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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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世锋老师在《“社会转型期”高考历史试题特征及备考启示》一文中指出，所谓“社

会转型”，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持“社会结构变动”

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

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

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持“社会形态变迁”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史：突出中国社会的五次转型时期 

时期  阶段特征  

春秋战国(公元前 5～公元前 3 世纪)  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明末清初(17 世纪末～18 世纪)  封建制度日益没落，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  

晚清至五四运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近代化在

各领域全面展开。  

过渡时期(1949～1956 年)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市场经济，由“走

苏联的路”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世界史：着重把握四次转型时期 

时期  阶段特征  

14～16 世纪 西欧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兴起  

17～18 世纪 欧美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20 世纪初 从近代化角度看，欧美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全面

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20 世纪末 由美苏争霸两极格局到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并发展，

经济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  

命题者青睐“社会转型”的原因在于： 

1、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万面都充斥着新旧之争、过渡之特色，

因此这个时期成为了高考命题的关注点。 

2、处于社会转型的各个历史时期，包含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阶段特征，不仅可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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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模块之间的裂痕，还能帮助学生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多元的思维层次去认识和理解事物，

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高考命题分析 

（一）关注具有转型意义的历史事件 

具有转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常常是历史的分水岭，在其前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等方面都经历着剧烈变化，因而成为人们管窥历史的最好视角。 

1．（2013·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9）现代化是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向，最能体现这一趋

向的是(  ) 

A．洋务运动—戊戌政变—清末新政    B．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C．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D．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2．（2010·新课标全国卷文综·31）1902—1906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只有学生 512 人，

其中举人 62 人、贡生 48 人、生员 232 人、监生 84 人。这表明此时(  ) 

A．传统教育制度稳定发展             B．新式学堂教育得到普及 

C．学生以求取功名为目的             D．教育制度处于转型时期 

3．（2013·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9）1877 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

加坡设立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

埠设立了领事馆。这反映了清政府(  ) 

A．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约束         B．外交上开始出现制度性变化 

C．逐步向近代外交转变               D．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4．（2017·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9）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市政府组织举办集体婚礼。仪

式上，喜字纱灯引导，乐队演奏钢琴曲，新郎着蓝袍黑褂，新娘穿粉色旗袍，头披白纱，

手持鲜花，婚礼场面整齐宏大。这反映了当时上海(  ) 

A．民众实现了婚姻自主               B．中西习俗融合成为时尚 

C．门当户对观念已颠覆               D．政府主导社会习俗演变 

（二）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的总体特征 

将历史事物或事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要求考生理解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注重考查

学生对历史的整体感知。 

5．（2017·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9）1904 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

域与东南沿海 9 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 1883 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78%，直隶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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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人，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 351 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

要因素是(  )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C．清政府鼓励留学的政策发生变化     D．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同 

6．（2011·新课标全国卷文综·30）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与巴黎和会时的五四运动都

是爱国救亡运动，但两者的规模与影响差别甚大，其主要原因在于(  ) 

A．民族觉醒程度与群众基础不同       B．外交失利导致的损害程度度不同 

C．大众传媒发展水平与方式不同       D．列强攫取中国利权的手段不同 

7．（2013·全国大纲卷·19）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撰写的《劝学篇》，在知识分子中产生

了极大影响，行销百万册。这反映出 

A．保守势力转而支持改革            B．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已过时 

C．清政府成为变革的主导者          D．洋务派与维新派思想有共同之处 

（三）深入分析社会转型的前因后果 

8．（2014·全国Ⅱ卷高考·28）1892 年，维新思想家宋恕提出“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

令，必自易西服始”。康有为在奏议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易服”。维新派如此重视易服的

主要原因是(  ) 

A．改制中易服更易推行       B．意在营造改制的社会氛围 

C．中国需改变对外形象        D．长袍马褂代表了守旧势力 

9．（2017·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8）1897 年，有人指出：“中国创行西法已数十年，皆属

皮毛，空言无补。至今两年来，忽大为变动，如邮政、银行、铁路，直见施行，今天津

亦有小轮，风气之开，人力诚难阻隔也。”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兴起             B．政府大力扶持官督商办企业 

C．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减少             D．政府放宽了兴办实业的限制 

 

【答案解析】 

1．【考点】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维新思想、辛亥革命 

【解析】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

化等。中国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

命主张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政治上民主化的趋向。这三者最能体现现代化这一

趋向。选择 B 项。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2018 届高三历史补充资料                                编撰：黄凌 

【答案】B 

2．【解析】此题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仍是以求取功名为主。

其余则是教育的近代化，故选 D。 

【答案】D 

3．【考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解读史论、准确理解、分析、判断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材料

表明，清政府从 1877 年在新加坡设领事馆，此后再到在美国、日本等多处设领事馆，这

一变化体现出清政府在形式上已经向近代外交予以转变，但不足以说明出现制度性变化。

故 C 项符合题意。其他三项均为对材料的表面理解。 

【答案】C 

4．【考点】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中西习俗融合 

【解析】材料反映了 30 年代上海的婚礼仪式，无法获知这些婚礼的配偶是否是出于自愿，

所以不能说明民众实现了婚姻自主，故 A 项错误；“喜字纱灯”、“蓝袍黑褂”是中国婚

礼的习俗，而“演奏钢琴曲”、“头披白纱，手持鲜花”则是受西方婚礼仪式的影响，说

明当时的婚礼仪式具有中西习俗融合的特征，故 B 项正确；材料只是讲述婚礼的形式

和规模，没有提及当时的择偶标准，因此不能说明门当户对观念已颠覆，故 C 项错误；

社会习俗的变迁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材料中的集体婚礼虽由政

府组织举办，但不能扩大为政府主导社会习俗演变，故 D 项错误。 

【答案】B 

5．【考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留日学生区域分布 

【解析】材料中“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直隶”等地

开放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大多属于内地省份，通

商口岸、新式企业较少，经济相对落后，因而留学跟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有关，故

A 项正确；20 世纪初的反清革命运动大多是由留日归国的学生宣传和发动，因而是留

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导致革命运动存在区域差异，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属于因果倒置，故 B 项错误；清政府作为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其鼓励留学的政策不会

厚此薄彼，出现区域性的差别，故 C 项错误；材料涉及的是留日学生，日本在华的势

力范围仅限于福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留日则没有直接的关系，故 D 项错

误。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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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析】“公车上书”是 1895 年康有为等举人联名上书皇帝，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标志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B 项是

次要原因；C 项不是原因；D 项是外因不是主要原因。故选 A 项。 

【答案】A 

7．【考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解析】张之洞属于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维护清朝统治，其著述在戊戌变

法时期得到认同，这说明了他的学习西方的主张是得到维新派的认同，故选 D。保守势

力是反对百日维新，而不是支持，排除 A。B 项思想过时的话，就不可能在知识分子中

产生极大影响。C 项表述与题意不合。 

【答案】D 

8．【考点】维新思想；近代中国物质生活的变化——服饰变革 

【解析】结合史实可知 A 项表述正确，但易服不是维新派的主要目的，故 A 项错误；“易

西服”服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思想的变化，有利于推行维新变法，故 B 项正确；

当时中国需改变形象，但结合史实可知维新派目的是为推行变法改制，故 C 项错误；长

袍马褂代表了守旧势力的表述没有体现出易服的意义，故 D 项错误。 

【答案】B 

9．【考点】晚清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解析】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虽主张发展工商业，但不是维

新派变法的重点，并且维新变法的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因此维新变法不是产生上述变

化的主要原因，故 A 项错误；1895 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洋务运动破产，洋务派创办

的官督商办企业也受到影响，并且无法判断材料中企业是否为官督商办企业，故 B 项

错误；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允许列强在华投资设厂，拓展了列强在华资本输

出的途径，列强加大了对华资本输出，故 C 项错误；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需要赔偿

日本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间

出现办厂热潮，故 D 项正确。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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