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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全国卷） 

全国卷小论文题专项指导与训练 

六、关系探讨类 

一、解题步骤及方法 

关系探讨型是文字材料题的一种变形，但又比文字材料更形象，可以通过数学公式、示意图以及历史

词组之间箭头的指向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更好地找到解题思路。 

试题材料的呈现形式有以下三种：一是公式关系探讨类，二是示意图关系探讨类，三词组关系探讨类。 

二、高考真题及解题示范 

1．（2015·新课标全国全国Ⅰ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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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本题是公式关系探讨类试题。解题思路如下：第一步：看公式找关系。第二步：分析各个要

素之间的关系。第三步：转换关系确立观点。第四步：史论结合分析观点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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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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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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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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有助于促进劳动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劳动对象的多样化又促一进生产力的迅

速发展。 

论述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进而推动了煤矿开采、

交通运输的发展，劳动对象范围扩大。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磁感应的发现、发电机、内燃机等科

技发明，促进了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发展，劳动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三次工业革命时

期，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科学突破，为原子能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了航空航

天、计算机新兴行业的产生发展，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化。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化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在

更多领域的深入发展。 

三、强化训练 

1．（2017·湖北省襄阳市 2017年 1月普通高中调研统一测试·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手段。有人

据此图示革命、改良、民族复兴三者间的关系。（见下图） 

 

——改编自张福运《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再认识——民族复兴的视角》 

运用中国近代史有关史实，对图示革命、改良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

观点，并加以论述。（12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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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2016届高三第二次质量检测•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以下是某学者参考了北美加拿大和北欧瑞典发展方向绘制的人类发展方向示意图。 

 

材料反映了世界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多种关系，指出其中一种关系，并加以分析。（12分）（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3．（2016·甘肃省 2016年第一次高考诊断考试·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指出，各种内外因素对近代中国大

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如下示意图 9： 

 

请从现代化、革命化、边缘化、衰败化四种趋势中任选一种，根据示意图，结合中国近代前期（1840

—1919年）的相关史实，对其内涵、原因、相关事件加以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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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广东佛山二模·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后，相对简单的两关系已为多极、多文明的

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下面示意图是其对未来部分国际关系的描绘与预测 

 

结合世界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对其中一组关系进行探讨。（可以对其进行论证；也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并进行论证。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撰写：黄凌            时间：2017010 

 5 

5．(2016·山东济宁二模·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什么是社会结构？人们常用它来表示社会组织方式。我们则将社会结构规定为某一社会中由政治结

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或称意识形态结构)互相耦合而成的形态稳定的组织系统。经济结构是指社

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方式，政治结构是指国家和政治组织形态，而文化结构则用社会中占主导

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来代表„„当一个系统不稳定时，系统由于其不稳定性会自动调整其内部参数，

以使整个耦合系统达到新的稳态。  

——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据材料提取作者关于社会结构诸要素关系的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分析论证。(12 分。

要求：①观点明确，史论结合②也可提出与作者不同的观点) 

 

 

 

 

6．(2017·山西太原二模·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些原本是西欧和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在这些代表

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支柱内部，有着高度复杂且互相关联的制度在发挥着作用。正是因为这些

制度优势，使得西方社会在公元 16 世纪后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20 世纪后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

扼腕，使西方世界像明清时期的中国那样，正在走向沉沦。  

——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  

结合材料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知识，从四大支柱中任选一个或多个，探讨这个(些)要素与西方发展历

程之间的关系。(要求：自行拟定论题，围绕该论题展开探讨。论点明确，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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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评分建议 

三、强化训练 

1．（2017·湖北省襄阳市 2017年 1月普通高中调研统一测试·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示例 1：对材料观点进行修改补充：推动民族复兴大业的并非只有革命与改良，其中还应有列强不断

侵略，民族危机不断被激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推进了中国的民族复

兴大业。（论述略） 

示例 2：不赞同材料中的观点。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革命”，更多的是破坏，甚至是

反现代化的，从长远看，对民族复兴大业是不利的。（论述略） 

2．（2016•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2016届高三第二次质量检测•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关系：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4分） 

分析：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主要是由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组成，社会生产较为单一，进入工业

社会后，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这在欧洲主要表现在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

革命，它使一部分农民阶级转变为工人和中小生产者以及资产阶级，由于新兴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

阶级革命在欧洲爆发，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资木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工人阶

级的整体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生成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跨国生成已经非常普遍，全球性生产与合

作日益加强。（8分） 

3．（2016·甘肃省 2016年第一次高考诊断考试·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趋势 内涵 原因 相关事件 权重分 

现代化 

经济上的机器化大生

产，政治上的民主化，

思想启蒙。 

外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

方式和思想文化的传入；

内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

先进技术，制度和思想文

化。 

洋务运动、中国

资本主义产生、

戊戌变法、辛亥

革命、新文化运

动等。 1．对内涵把握准确、

全面。（4分） 

2．对原因的分析不偏

离主题。（4分） 

3．围绕核心列举事

件。（4分） 

4．根据考生所答要点

的情况，分层次给分。 

革命化 

社会矛盾激化，引发

政府与民众及其他社

会力量之间的暴力冲

突。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本国

封建统治的压迫。 

太平天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辛

亥革命等。 

边缘化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

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

和原料产地。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降低。 

外国资本主义获取特权、

丧权辱国的外交。 

鸦片战争、甲午

战争、八国联军

侵华等战争及

不平等条约。 

衰败化 

传统经济遭到破坏，

自然经济解体；贫穷

落后。 

外国列强勒索赔款、倾销

商品，输出资本；国内封

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压制。 

鸦片战争后，自

然经济解体，民

族工业短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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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4．（2016·广东佛山二模·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示例 1：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并非冲突较轻，而是有较大冲突。（2分） 

原苏联的解体，既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也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有很大关系，俄罗斯对此心存

不满；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遏制，北约东扩，吸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引起

俄罗斯不满；俄罗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此为武器，和西方展开斗争。（8分）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虽同属世界重要力量，有合作的现实要求，但因为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并非冲突较

轻而是有较大冲突．（2分） 

    示例 2：中国与俄罗斯相互合作，推动双方经济发展与促进世界、地区和平。（2分） 

中国与俄罗斯同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

两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共同推动地区和平和反对恐怖主义；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有巨大的合作

空间。（8分）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大国，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两国的

共同发展。（2分） 

5．(2016·山东济宁二模·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评分说明：  

   作者观点的论证  新观点的论证  

一等  

(12~8

分)  

①对社会结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阐述明

确，逻辑严密。  

例：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

结构互相耦合，整体互动。  

②准确、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相关史实。  

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

增强，宣扬暴力革命、民主共和的革命

思想广泛传播，„„；以三民主义为思

想指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

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

念深入人心；中华民国建立为民族工业

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政府颁布一系列

奖励实业的法令，推动了民族工业发展，

①观点明确，理由充分。  

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

文化)，政治、文化对经济基础具

有反作用。  

②能够准确、充分运用世界近现代

史史实。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

增强，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

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民

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但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够充

分，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

性、妥协性，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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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奠定基础。  

命的果实，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

务。  

二等  

(7 － 4

分)  

①对社会结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有一定

认识。  

例如：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变动互相影响。  

②能够运用中国近代史史实。  

①观点明确，理由较充分。  

②能够运用中国近现代史史实予

以说明，逻辑关系较清楚。  

三等  

(3 － 0

分)  

①对社会结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认识不

清或没有认识，逻辑关系不清。  

②运用中国近代史史实不够准确或不能

够运用史实。  

①观点不明确，缺少论证。  

②论证史实不够准确，与所述观点

逻辑关系不清。  

6．(2017·山西太原二模·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论题：自由市场与西方兴衰密切相关。(2 分)  

探讨：自由市场是西方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18 世纪中叶，在亚当·斯密自由主

义思潮引领之下，西方国家逐渐确立了比较完备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成为社会共识，为西方工业革

命的完成和经济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进入 20 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点日益明显，世界市场的最终

形成放大了这些缺点。这最终导致了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甚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

因素，西欧的国际地位因此一落千丈。(8 分)  

综上，自由市场应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完善。(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