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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中西科技” 

 

一、“中西科技”的概念分析 

（一）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分析 

科学技术史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门贯穿古今中外的一门兼具文理的综合型

学科，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科学技术史是描述和解释

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以及研究其与政治、军事、经济、工业、文化、哲学

等各个社会领域之间历史互动关系的学科。 

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学史、物理学史、数学史、

医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地理学史等。从学科理论的角度上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对

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

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 

（二）科学技术史研究态势分析 

陈云帆在《近二十年国内外科学技术史领域研究态势分析》中对 2011-2015 年国内科学

技术史的研究热点特征进行了分析： 

 

1.对文献典籍的研究 

关键词“《崇祯历书》”、“《历象考成》”说明这一时间段对文献的分析依然在科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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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着很大比重。 

《崇祯历书》，是明代年间比较全面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明朝末年，欧洲天文

学第一次传入中国，《崇祯历书》的编纂由徐光启、汤若望等人完成。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天文历法、天文学理论、天文数学、天文仪器。《历象考成》是清代历法推算的著作，采用

的方法来源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体系。 

2.科技的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李约瑟”、“法拉第”、“利玛窦”、“数学传播”、“葛利普”等都表明，这一时间

段研究与国内外交流传播有关。 

李约瑟难题提出于 1976 年，距今己经四十一年，但有关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热度并没有

成为过去，而是持续存在，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之中。迈克尔·法拉第是世界著名的

物理学家与化学家，而且还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利玛窦，欧洲传教士，是天主教在

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是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使者，他在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葛利普，是德裔地质史

家，近代地层学的创建人之一。来华工作，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地

质系古生学教授。由于他在提供的帮助，极大地提高和促进了当时中国与世界在地学相关方

面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乐爱国在《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中指出，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

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

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

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

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

“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比如，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

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

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再比如，古代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

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邀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

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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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经典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

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

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

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

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

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专业基

础知识，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知识结构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

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都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

论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儒学概念。 

3．儒家的经学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

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

的那些儒家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

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缀术》等；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

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

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

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

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

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

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

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

经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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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5·海南单科·12）据统计，1850 年德国的专利授予数目为 243 项，1870 年为 4132

项，1900 年达到 8784 项。这反映出德国(  ) 

A．海外市场的拓展主导着科技发明    B．在整体科技实力上遥遥领先于他国 

C．政府在科技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D．从欧洲其他国家大量引进技术发明 

2．（2015·海南单科·18）20 世纪 20 年代，西欧出现一种新现象：刚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的人可以从国家有关机构、学会或工业公司得到研究资助。这一现象反映出(  ) 

A．爱因斯坦相对论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 

B．民主体制的普遍建立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C．人们认识到科学对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D．已经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3．（2016·海南单科·22）自 1962 年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研制成功至今，机器人的发展经

历了三代，即操纵型机器人、自动型机器人和智能型机器人。机器人的使用(  ) 

A．缓解了人口压力                   B．促进了经济持续繁荣 

C．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D．体现了科学技术的综合运用 

4．（2011·海南单科·10）17 世纪，处于科学革命中的西欧，“肯定自然知识的实用价值，

以及肯定它对科技进步的前景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常识，但科学的素养

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所处的环境实际产生的作用还是很小”。这一现象说明(  ) 

A．民众仅从实用角度理解科学革命     B．科学素养的提高不受社会重视 

C．科学革命只影响到知识阶层         D．科学方法已获得广泛认同 

5．（2012·海南单科·8）康熙因西洋历与中国传统历法之争，命钦天 监官员与西洋历代表、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辩论。经验证，证明西洋历法更为准确，遂“复用西洋历法”，并任

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监。这一事件表明，康熙(  ) 

A．全面接受外来文化     B．审慎地接受外来事物 

C．改变闭关锁国政策     D．承认西方文化超越中国 

6．（2013·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8）恩格斯称赞一位近代科学家的研究成就是“自然科学

的独立宣言”，他指的应是(  ) 

A．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宗教神学崇信的“地心说” 

B．伽利略创立的实验科学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C．牛顿创立经典力学完成了科学史上的划时代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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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颠覆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传统观念 

7．（2011·新课标全国卷文综·35）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被称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科学

家，其理论的共同之处是(  ) 

A．得到了科学实验的验证 B．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 

C．推动了技术的重大突破 D．科学地概括出物质运动的定律 

8．(2017·重庆八中高考适应性月考八·24)古代中国科技著作往往以“经”命名，如医药

学的《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数学的《算经十书》，还有天文经、星经、茶经、

水经等，在编写方式上也往往模拟经学的注解方式。这反映厂古代科技发展(  ) 

A．具有儒学化特征                                    B．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C．为封建统治服务                                    D．受益于儒学的推动 

9．(2017·陕西咸阳二模·25)中国古代天文机构是政府的重要部门，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

都是朝廷官员，甚至有人担任高官并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民间私藏和研习天文学书籍

被严厉禁止。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正确的是(  ) 

A．造成古代天文学研究长期落后            B．天文知识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 

C．观测天象会打破对君权的迷信            D．统治者信奉君权神授维护统治 

10．(2017·河南天一大联考高二第二学期阶段性测试三·3)宋以后的医家有影响者多是在

理论上有所阐发，而以技术扬名者即所谓“传奇式医家” 则很少见。上述现象的出现

主要在于(  ) 

A．理学的影响                                            B．医学技术不受重视 

C．政府的重视                                            D．医学理论并未完善 

11．（2014·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40）（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应星（1587～约 1666 年）青年时曾考取举人，后来连续六次赴京参加进士考

试，均名落孙山。45 岁以后，面对明末流民遍地的现实，宋应星不再追求科举功名，转

而探求‚致富‛之术。他全面搜集整理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撰成《天工开物》一书，

书名取‚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成务‛之义。正如宋应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书与

科举功名毫无关系‛，当时士大夫对这部书不屑一顾。后来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不予

收录，民间因此更不敢印行。这部书在 19 世纪传入欧洲后，被誉为‚17 世纪中国科技

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探讨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文献。 

 ——摘编自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等 

材料二  牛顿（1643～1722 年）自幼喜欢钻研科学。1687 年，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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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版，阐述了其后被视作真理的物体运动三大定律。该书受到学术界的赞颂，很快

销售一空。同年，牛顿被选为国会议员，后被封为爵士，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法国

皇家学会会员。当时他被公认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有学识的人都把牛顿‚奉

为他们的首领，承认他是他们的主帅和大师‛。伏尔泰全面接受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并与

人合作发表一本关于牛顿力学体系的通俗著作。18 世纪中期，牛顿的理论体系在欧洲各

国得到广泛的认可，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科学与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詹姆斯•格雷克《牛顿传》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宋应星、牛顿二人科技成果的特点及它

们出现的背景。（15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二人科技成果命运不同的原因。（10 分） 

 

 

12．（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有历史学者为说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引用了如下公式：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 

这一公式表明，科学技术有乘法效应，它能放大生产力诸要素。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 

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说明：可以就科学技术与公式中一个或多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也可以对公式

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公式，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

确。） 

 

 

13．（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表 1  钟表的演变 

古代 日晷被称为‚最早的钟表‛，是古代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 

中世纪末期 机械钟在西欧流行，最初的机械钟只有时和刻。 

近代早期 
在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游丝，钟的精确度提高，制

造出怀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钟表价格昂贵，属于奢侈品。 

1850 年前后 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拥有了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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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 
原为女性装饰品的手表逐渐为男性所接受，在户外运动、驾驶汽

车时都可佩戴。 

20 世纪 50 年代 
根据原子物理学原理制造出原子钟，精度可以达到每 100 万年误

差 1 秒。 

21 世纪初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

功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据（英）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

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14．（2013·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40）（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 年，英国

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围的

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

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

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邀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

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 1917 年到 1923 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

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 15 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正酣

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

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

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

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

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

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

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

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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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爱因斯坦热兴起的原因。（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

评析。（17 分） 

 

 

【答案解析】 

1． 【考点】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政府鼓励发明专利） 

【解析】海外市场主导着科技发明的说法错误，故 A 项错误；材料只是叙述德国的科技

专利，未涉及其他国家，因此不能得出科技实力上遥遥领先于他国，故 B 项错误；根

据材料中从 1850 年到 1870 年德国统一，到 1900 专利授予书目激增，说明统一的政府

有利于推动科技的发展，故 C 项正确；引进技术发明不属于专利，故 D 项错误。 

【答案】C 

2．【考点】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 

【解析】爱因斯坦相对论推动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故 A 项错误；材料强调的是政府对科

技的大力支持，与民主政体的建立无关，故 B 项错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

技术紧密结合，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据材料中‚刚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可

以从国家有关机构、学会或工业公司得到研究资助‛可见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的作用，

故 C 项正确；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时间不符，

故 D 项错误。 

【答案】C 

3．【考点】现代信息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机器人的使用） 

   【解析】机器人的出现可以进一步的节约人才，不会缓解人口压力，故 A 项错误；信息

技术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机器人的运用还处在起步阶段，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故

B 项错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资本的扩张，机器人仅是一种工业品，故 C

项错误；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升级不但是信息技术的升级，还包含其它多个方面共同发展

的结果，是科技综合的运用，故 D 项正确。 

【答案】D 

4．【解析】注意关键词‚普遍接受‛ ‚常识‛ 等关键词，可以判定科学方法已获得广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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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选 D。从关键句‚以及肯定它对科技进步的前景所包含的意义‛，可见不仅是从‚实

用角度‛，排除 A。科学素养作用还很小不能等同于科学素养的提高不受社会重视，排除

B。C 错误明显，排除。 

【答案】D 

5．【考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解析】题干反映了康熙在‚经验证，证明西洋历法更准确‛后，才‚复用西洋历法‛说

明其审慎地接受外事物，B 项正确；A 项‚全面接受‛过于绝对化，说法错误；C 项无

从涉及；题干材料仅限于历法，因此，D 项‚西方文化超越中国‛说法错误。 

【答案】B 

6．【考点】近代科学技术 

【解析】解读材料关键信息：‚近代科学家‛、‚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这说明恩格斯认为

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 1543 年，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

日心说的提出恢复了地球普通行星的本来面貌，猛烈地震撼了科学界和思想界，动摇了

封建神学的理论基础，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选择 A 项。 

【答案】A 

7．【解析】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冲击了神学世界观，但太阳中心说并非是完全科学的，对技术

发展影响甚微；牛顿学说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飞跃，对人类认识、科技发展产生

深远意义；爱因斯坦相对论极大扩展了物理学应用领域，为人们提供辩证看待世界的途

径。A、C、D 三项不符合哥白尼。 

【答案】B 

8．【考点】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 

【解析】据材料‚在编写方式上也往往模拟经学的注解方式‛可知，用经学的注解方式

编写科技著作，说明古代科技发展具有儒学化特征，故 A 项正确；B 项与材料‚在编

写方式上也往往模拟经学的注解方式‛无关，故 B 项错误；材料‚在编写方式上也往

往模拟经学的注解方式‛与古代科技发展的目的无关，故 C 项错误；材料‚在编写方

式上也往往模拟经学的注解方式‛是儒学影响科技著作的编纂，而不是儒学推动科技发

展，故 D 项错误。 

【答案】A 

9．【考点】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中古跨朝代选择题 

【解析】材料意思是朝廷研究天文，研究官员甚至担任高官，说明有利于天文学研究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9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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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故 A 项错误；材料未体现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故 B 项错误；如果观测天象会打

破对君权的迷信，政府就不会组织官员去研究天象，故 C 项错误；据材料中可知，古

代中国严厉禁止民间私藏、研习天文学，被政府垄断，可知是统治者对自己政权的一种

维护，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0．【考点】宋明理学；宋朝 

【解析】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以后医家将医学理论归结为五运六气之空理，导致医学

技术发展落后，故 A 项正确；不受重视不是医学技术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故 B 项错

误；政府的重视应该有利于医学发展，与材料不符合，故 C 项错误；材料‚在理论上

有所阐发‛，医学理论并非未完善，故 D 项错误。 

【答案】A 

11．（1）特点：传统科技的集大成；多总结，少创造。长期实验基础上的理性探讨；突破性

的科学成果。 

背景：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发达；科举失利后的发愤之作。科学冲破了中世纪神

学的束缚；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形成；长期从事科学研究。 

（2）原因：士大夫热衷于科举功名、轻视农业手工业活动；生产方式没有质的变化；文

化专制，重视科学的社会氛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方法。 

12．【示例 1】就科学技术与公式中多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 

表明观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确实具有乘法效应，能放大生产力诸要素（劳动力、

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等）。 

论述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牛顿力学、热学等科技进步，促使了蒸汽机的出现和

机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的改进）；进一步推动工厂制的产生和发展（生产管理水平

的提高）；进而促使煤炭大量开采、交通运输等新兴行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促使了“蒸

汽时代”的来临。（劳动对象的扩展）。 

可见，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工具的改进速度加快，生产管理水平更加科学高效，

劳动对象扩展迅速，科学技术放大了生产力诸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确实具有乘法效应。 

【示例 2】就科学技术与公式中一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 

表明观点：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具有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作用。 

论述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和推广，工厂制应运而生。工厂

制的产生和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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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电气时代的到来，电气时代的到来为流水线生产创造了

条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管理的科学化，如流水线生产在汽车工业中的发明应用，大大

提高了汽车生产效率，流水线生产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助于促进生产管理的科学化和效率提高，生产管理的科学化和

效率提高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13．示例 1  论题：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精度提高 

阐述：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科技落后，日晷是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中世纪时

机械钟在西欧流行，只有时和刻，但不精确。 

近代科技的产生，实验与数学相结合，在伽利略研究的基础上，制造出怀表，其精

确度提高。科技革命的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人们时间观念增强，特别是 20 世

纪 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根据原子物理学制造出原子钟，其精度更高。

21 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能的智

能手表出现。 

总之，科技的进步推动钟表精度不继提高，钟表精度提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科技的进步。 

示例 2  论题：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的普及使用 

阐述：古代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日晷是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但日晷计

时一般由政府控制。近代科技的产生，在伽利略研究的基础上，制造出怀表，但当时钟

表价格昂贵，属于奢侈品，钟表还不能普及使用。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时间观念的增强，

1850 年前后，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拥有了钟表，钟表得到了普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的进步，20 世纪初，原为女性装饰品的手表逐渐为男性所接受，

随时都可佩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21 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种功

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总之，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的普及使用，而钟表的普及使用反映了不同时代科技的进

步。 

14．（1）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带动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引起人们对科学的重视；相对论的

提出是科学领域的重大革命；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大战结束有利于相对论传播。 

（2）态度：普遍欢迎，引进宣传。评析：西学东渐及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提升中国的科

学水平及民众的科学素养，有助于弘扬科学精神。（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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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质疑“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评析：西方近代文明暴露出弊端，一战教训；

有一定合理性，有助于反思科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高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西方文

明、物质文明与科学等同起来，不利于新文化运动，助长保守思想。（1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