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一下期期中语文专题训练（湖北省曾都一中，枣阳一中，襄州一年高一下期期中语文专题训练（湖北省曾都一中，枣阳一中，襄州一

中，宜城一中）中，宜城一中）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屡屡提及并不断丰富的一个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关键原则和方向。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
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

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
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
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

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

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

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
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

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
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

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
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
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

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
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

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
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

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

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还需要解决很多矛盾和难题。中国

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解决华夏文明内部秩序问题，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是“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任务。
B.马克思主义中专门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些思想全部存在于马克思关于世界
不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论述中。

C.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能让不同的思想文化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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