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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社会风尚” 

 

一、“社会风尚”的概念分析 

     （一）关于社会风气的界定 

何云峰在《社会风气的改善需要示范性群体引领》一文中也基本持这一看法“社会风气

指一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的各个阶层民众整体思想意识和行为与该社会所倡导

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人类普遍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程度和状态”。 

辞海将社会风气概括为，社会上一定时期流行的风尚习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

的综合表现。 

（二）关于社会风尚的界定 

吴家清在《“社会风气”应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中认为社会风尚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段志强在《论社会风气》中强调社会风气、社会风尚

都是“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综合表现或者是社会意识的直接产物，是社会存在的间接产物”。

盛美真、李维昌《近 20 年来中国近代社会风尚研究述评》中认为：‘牡会风尚虽与社会心理、

价值取向等社会意识密切相关，最终属于行为范畴。” 

（三）关于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的关系 

孙燕京在《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一书中，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

化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论述了风尚变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并在对社会风尚概念的界

定中，将社会风习、社会风尚和社会风气视为相同的概念何梓混在《社会风气的特性与功能》

中认为社会风尚属于社会风气的一个要素，而且，社会心理、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相对于社

会思想体系，都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盛美真、李维昌《近 20 年来中国近代社会风尚研

究述评》中认为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互通，但认为社会风气是社会风尚的属概念。 

 

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9）1913 年《申报》登载的“艾罗补脑汁”广告称：“欲

图一国之进步，当先使一国之人民精神日旺，思想日新，舍补脑之外另无精神思想也。

故善国者必先得卫生，善谋卫生者必先得谋补脑。”由于广告成功，产品一上市就十分

畅销。这反映出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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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广泛         B．追求新思想成为社会时尚 

C．改良社会风俗成为国民共识         D．广告成为推进文明的工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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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7·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

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

这一变化反映了(  )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4．（2014·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9）1926 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

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

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

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 

A．政治宣传促使各界思想趋同         B．标榜主义成为军阀自保的主要手段 

C．民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D．各地军阀对三民主义理解存在差异 

5．（2012·海南单科·7）明初规定，生员须穿玉色衣服，加饰青黑色边条。明后期江南读

书人则崇尚“妇人红紫之服”，有人作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 满襟。遍身 女衣

者，尽是读书人。”这一变化直接反映了(  ) 

A．理学思想的影响                   B．专制制度的松弛 

C．市民阶层的兴起                   D．社会风尚的变化 

6．（2013·海南单科·4）唐玄宗时，令宫女为前方将士缝绵衣。一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沙场

征战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

也，结取后身缘。”玄宗得知后，将作诗宫女嫁给该兵士，这一故事主要反映的是当时

(  ) 

A．佛教因缘观念影响深入             B．诗歌成为表达爱情的方式 

   C．官营手工业因战争衰败             D．社会风气比较开放 

7．（2014·海南单科·15）1900～1901 年间，上海地区“言爱国者”，多积极讨论光绪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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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废问题，“尚不知革命为何物”。这一现象反映当时(  ) 

A．革命派尚未开展救亡运动           B．上海的社会风气相对保守 

C．废除帝制成为社会的共识           D．改良仍然是社会主流思潮 

8．（2016·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7）明末有人描述江南农村的变化时说，百年前的雇工“戴

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如今“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

早粥”。这一变化反映了(  ) 

A．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       B．政府积极推行重农政策 

C．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D．农业中人身依附关系强化 

9．（2016·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6）唐太宗对南朝后期竞相模仿萧子云书法的风气表示不

屑，认为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才“尽善尽美”，于是连西州

（今吐鲁番）幼童习字的范本都是王羲之书帖。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的确立，是

因为(  ) 

A．皇帝好恶决定社会对艺术的批判     B．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不可超越 

C．艺术水平与时代选择的共同作用     D．朝代更替影响艺术评判标准 

10．（2017·河南六市高三第一次联考·26）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区民众身着华丽服饰，

歌舞艺人生活优越堪比皇后，家仆与官人同行无法区分，这反映了(  ) 

    A．经济繁荣改变社会风气     B．国人社会地位趋于平等 

    C．重农抑商政策发生改变     D．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 

 

【答案解析】 

1．【考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解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的标志是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间上与

材料不符，故 A 项错误；依据材料“思想日新，舍补脑之外另无精神思想也”“广告

成功，产品一上市就十分畅销”可知追求新思想成为社会时尚，故 B 项正确；材料只

是提及广告的宣传，并不代表改良社会风俗已经成为国民共识，故 C 项错误；材料只

是广告宣传而已，谈不上推进文明，况且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文明

的推进有待于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广告的作用十分有限，故 D 项错误。 

【答案】B 

2．【考点】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中西习俗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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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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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点】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明代玉器制造业；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明代后期

商品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解析】明朝“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

玉制器皿”反映的应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削弱而不是加强，故 A 项错误；明朝后期，随

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玉制器皿数量随之大大增加，以

致于“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也说明经济的发展对等级秩序形

成冲击，故 B 项正确；“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使用玉制器皿并

非局限于市民，且材料并没有涉及伦理观念，故 C 项错误；“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

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说明当时使用玉制器皿的现象非常普遍，并非仅限于低级官员，故

D 项错误。 

【答案】B 

4．【考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 

【解析】结合史实可知各界军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故 A 项错误；结合史实可知军

阀自保凭借的是武力，宣传主义仅是为了迎合社会民众需求，以粉饰名声减少矛盾，故

B 项错误；从各界军阀标榜的主义都体现了爱民、民权、人权等内容，可知民主思想已

经成为潮流，故 C 项正确；结合题意可知，没有体现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故 D 项错误。 

【答案】C 

5．【考点】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解析】注意题干中限制词：直接反映。题干反映了明初生员穿玉色衣服、加饰表黑色边

条到明后期的崇尚“妇人红紫之服”的现象，D 项正确；A 项题干无从反映，B 项题干

无从反映，说法也与史实不符；C 项是题干历史现象所能反映的，这正是商品经济的发

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的社会风尚的变化 ，但与题意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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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6．【考点】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 

【解析】题干以宫女为前方将士缝制衣服时所寄的一首诗促成一段姻缘为情境，要求学生

判断此情境反映当时何种社会现象。四个选项中，A 项提到的因缘观念是一种轮回观念，

显然不是题干反映了现实；B 项把一件皇帝因为得知此事偶发善心成就的一件好事当成

常规现象，认为诗歌成了表达爱情的方式是不恰当的；C 项与题干关联不大，基本没有

干扰性；D 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皇帝居然因为一首诗把深藏内宫的女子外嫁出动，

反映了当时的开放风气。 

【答案】D 

7．【考点】维新思想 

【解析】革命派此时已经开始革命运动，故 A 项错误；依据所学，上海是最早开放城市，

该说法明显错误，故 B 项错误；材料中“积极讨论光绪帝之存废问题”说明对改革和革

命的意见不一，故 C 项错误；“尚不知革命为何物”说明当时革命思潮不占据主流，改

良仍然是主流思潮，故 D 项正确。 

【答案】D 

8．【考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明末租佃制（江南农村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对佃户

的影响） 

【解析】意思是讲，明朝中后期江南农村的雇工——即佃户，由勤劳、柔顺到懒惰、骄

纵，雇工本身的劳作态度，雇工对地主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使佃户对地主的依赖关系

松弛，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会吸纳周边农村地区大量人口

的就业，会导致农业生产人口的大量下降，农村会出现“用工荒”，因而农村雇工的地

位提高了，故A项正确；材料反映佃户社会地位的提高，未涉及重农政策，故B项错误；

材料反映的是佃户地位的变化，未体现社会矛盾，故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主体是佃户

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而不是强化，故D项错误。 

【答案】A 

9．【考点】古代中国的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地位 

   【解析】社会对艺术的批判并不由皇帝好恶决定，而是由社会决定的，故 A 项错误；王

羲之的艺术成就虽不可超越，但直到唐太宗时期才正式确立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说明艺术成就不是主要原因，故 B 项错误；王羲之的艺术成就极高，而且他的书风刚

健有力并折中南北，适应了太宗时期统一帝国的需要，并且王羲之的书法受道教影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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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也适应了唐代三教并行的政策，故 C 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

书法，未体现“朝代更替”的作用，故 D 项错误。 

【答案】C 

10．【解析】题干呈现的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迹象，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南方经济

的发展，故 A 项正确；题干反映的是江南的一些地区，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国人社会地

位趋于平等，故 B 项错误；材料并没有涉及到政府对商业的政策，故 C 项错误；材料

未涉及南北方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故 D 项错误。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