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卷 

高三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历史部分 

一、选择题 

1. 下图为商代王位传承示意图。图中横箭头表示兄弟关系,竖箭头表示父子关系,斜箭头表示堂兄弟或叔侄

关系,数字表示即位顺序。该图示内容表明商朝 

 

A. 嫡长子继承制逐渐确立 B. 王位继承缺乏制度规范 

C. 兄终弟及方式渐趋成熟 D. 血缘宗法关系影响深远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图中信息来看,自中丁以来至阳甲,殷固有王位继承制度被破坏，违反嫡长制而更立诸弟子,弟

子或争相代立的混乱政治生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折射出王位继承缺乏理性思考,故本题选 B项;材料中

存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方式,不能说嫡长子继承制逐渐确立和兄终弟及方式渐趋成熟,故排除 A、C项;

血缘宗法关系强调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材料中看不出血缘宗法关系影响深远,故排除 D项。 

2. 有学者认为:“刘邦之皇权,是一种新型的相对性之有限皇权。汉初之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宫廷皇权、

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材料观点可以用来解说，汉初 

A. 无为而治国策难以实施 B. 郡国并行符合当时治国实际 

C. 社会动荡导致君权弱化 D. 内外朝制度出现具有必然性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刘邦之皇权是-种新型的相对性之有限皇权,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

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诸侯王国”的存在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郡国并行制是

汉初的制度创新,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些同姓王在汉初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故本题选 B 项,

其他选项体现不出材料的这一主旨。 

3. 下表为唐代不同时期户口数量的变化情况，据此可以推知,这一时期的唐朝 



    

 

A. 均田制将难以为继 B. 安史之乱必然爆发 

C.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D. 户籍管理走向成熟 

【答案】A 

【解析】 

【详解】从表格中唐代户口的数据变化看,自唐朝初年至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户口数迅速增加。随着户数及

人口数的急剧增长,导致唐初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无法继续维持,所以选择 A项。安史之乱爆发于 755年,与材

料信息不符,排除 B 项。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仅根据户口数的变化无法体现，C 项与材料不符。材料只是户口

数的增加，未涉及户籍管理,排除 D项。 

4. 针对统治者暴政,孟子指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而黄宗羲则指出，其(君主)既得之天下也，

敞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据

此可知,黄宗羲对孟子思想的发展体现在 

A. 突出了对个别暴君的抨击 B. 明确了推翻君主制度的方案 

C. 超越了对君主个体的批判 D. 突破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窠白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孟子反对暴君。若君主不仁不义,就失去作为君主的资格,成为民众讨伐的对象;黄宗

羲超越了对君主个体的批判,对以天下为私产的君主群体进行批判,C正确；突出了对个别暴君的抨击是孟子

的思想主张,排除 A；在明清时期,还没有明确推翻君主制度的方案,排除 B；黄宗羲的思想仍然是儒家人本

思想的范畴,没有突破儒家人本思想的窠白,排除 D。 

5. 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坚持“人臣无外交”理念，认为“天子亲揽万机”，官员“非派令兼办夷务，本

无外交之意”。这一理念 

A. 加强了中央集权 B. 维护了国家利益 

C. 加剧了外交危机 D. 激化了社会矛盾 

【答案】C 

【解析】 

【详解】“人臣无外交”理念是出于维护皇权需要而进行的设计，认为官员如无皇权授权则无权处理外交



    

事宜，这阻碍了中外外交联系，加剧了外交危机，故 C 正确；这并非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故 A 错误；这

一理念不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故 B错误；这一理念和激化社会矛盾无直接关系，故 D项错误。 

6. 据天津、烟台、胶州三个港口统计, 1894年输入的洋纱仪为 18万多担,但到 1898年已激增到近 50万担,4

年内增加到 264%。这一现象最有可能导致 

A. 民众的反洋货运动高涨 B. 华北自然经济的全面解体 

C. 加快华北地区经济发展 D. 进一步激化国内阶级矛盾 

【答案】A 

【解析】 

【详解】洋货对自然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激化了群众对洋货的抵制,属于民族矛盾,而非阶级矛盾，故 A 项正

确，D 项错误；天津、烟台、胶州三个港口 1894-1898 年的洋纱输入量急剧增加,严重冲击了华北地区的自

然经济,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并未完全解体,BC项错误。 

7. 1942年，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

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A. 推动农业集体化进--步深入 B. 巩固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C. 保护和发展根据地小农经济 D. 增强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 

【答案】D 

【解析】 

【详解】1942 年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日本侵略者又着力打击根据地，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目的是为了增强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

D正确；农业集体化在 1953年实行的，排除 A；土地革命的时间是在 1927年至 1937年，排除 B；C不是主

要目的，排除。 

8. 1957年 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

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

的这一讲话， 

A. 标志着“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 B. 进一步阐释了“双百"方针的作用 

C. 强调对科学艺术工作的态度应慎重 D. 意在构建社会主义的艺术意识形态 

【答案】B 

【解析】 

【详解】题干所示为毛泽东

的
讲话,他主张“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

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进一步阐释 了“双百”方针的作用,故 B项正确。1956 年 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A 项错误;“双百”方针并不是要求科学和艺术工作应采取谨慎的态



    

度,而是我党对待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的态度,C 项错误;“双百”方针的提出意在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

展,D项与题干主旨不符,排除。 

9. 据统计公元前 404- 362 年雅典有 8起告发案件由公民大公审理,只有 4起是在陪审法庭上审理，但是公

元前 361--322年,27起告发到公民大会的案件全部由陪审法庭审理。这--变化反映出 

A. 公民大会的权力受到制约 B. 陪审法庭代表了公平正义 

C. 陪审法庭的司法地位提高 D. 公民大会不再是权力中心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得知,古雅典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迅速增加,表明陪审法庭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

作用提升,故 C正确；材料表明公民大会在司法审理中的作用下降,但并非指其权力受到制约,也不能说明公

民大会就不再是权力中心,故 A、D错误；陪审法庭只代表了程序正义,不等于实际正义,故 B错误。 

10. 16世纪西欧物价平均上涨了两倍到两倍半，而工人工资只上涨了 20% -30%。资本家用比 15世纪价值还

低的劳动力生产商品,卖出的价格却比 15世纪高出好儿倍。导致这-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应是 

A . 黑奴贸易增加了西欧人力 B. 商业革命扩大了贸易规模 

C. 价格革命影响了西欧市场 D. 工业革命刺激了市场需求 

【答案】C 

【解析】 

【详解】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加强了世界联系,大量的黄金白银进人欧洲,引发价格革命,使西欧物价上升,

打击了传统封建势力,增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故 C 正确；黑奴贸易中非洲劳动力主要运往美洲，而不

是西欧,排除 A；材料主要涉及价格革命,而非商业革命,B错误；工业革命开始于 18世纪中叶,时空不符,排

除 D。 

11. 法国大革命曾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想像空间,但是,大革命经过多次反复之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欲望

横流、道德沉沦的讽刺画面。当时有诗人写道:“为什么我从白天到晚上总是想到疯狂呢?”以下能反映这

一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是 

A. 《十日谈》 B. 《巴黎圣母院》 C. 《人间喜剧》 D. 《老人与海》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反映的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依然动荡,黑暗,并未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理性王

国,人民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故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其特点为不再突出理性,想象与夸张的手

法、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主要特征,《巴黎圣母院》正是对这一背景下丑恶黑暗的鞭笞,对人世间真善美的歌



    

颂。所以 B项正确。A项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薄伽丘的作品,主要抨击封建道德与教会的禁欲思想,宣传人类平

等,主张发展人类个性,故排除。C 项《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作品,故排除。D 项《老人与海》是美国海明

威的现代主义作品,故排除。 

12. 1949年 11月，美英等西方 15 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限制成员国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出口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其中对华禁运的项目比对苏东国家多 300余种。据此可知，巴黎统筹委员

会的成立意图是 

A. 激化中国与苏东国家间的矛盾 B. 阻止苏东国家的科技进步 

C. 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 D. 促进西方“新经济”的出现 

【答案】C 

【解析】 

【详解】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所以 C项正确；A项中

国与苏东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良好。故错误。B项阻止过于绝对，故排除。D项并无逻辑关系,新经济是

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出现,故排除。 

二、非选择题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英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发生着重大变化。1801

年英国农林渔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32.5% ,1841年为 22.1%,1861年英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

重是 17.8%,而 1901年则为 6.4%。在收入差距方面,1801年,英国 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 25% ,到

1848年,1.2%的最富有者就取得 35%的国民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的 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

占国民收入的 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 1803年的 42%下降到 1867年的 39%。由于

英国近代工厂大多建在水源充足的河流旁边,这样在就近取水解决工业用水和动力问题的同时,也便于处理

日益增加的工业废水。连续不断的工业废水和生产污水的自然排放,完全超过了河流和大地的自净能力,就

连英国人视为生命之河的泰晤士河都成为了举世闻名的“臭河”。 

——摘编自刘俊俊《英国工业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王志安《中外工业化道理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化发展的有利因素,并指出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化与英国工业化道路的不同之处。 

【答案】（1）有利因素: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政局长期稳定；圈地运动扩大了国内市场,提供了

自由劳动力；殖民扩张拓展了海外殖民地,积累了原始资本；手工工场时期积累了技术等。问题:牺牲了农

业和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造成环境污染。 

（2）不同:在所有制上:英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在工业化路径上:英国是先

轻工业后重工业，中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各部门协调发展；在发展方式上:英国属于粗放型增长，中国属

于集约型增长；在资金来源上:英国主要依靠海外殖民地市场,中国主要依靠国家积累。 

【解析】 

【详解】（1）有利因素：结合所学，可从政治、经济、市场等角度分析英国工业化发展的有利因素。问题：

根据材料“1801年英国农林渔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32.5% ,1841年为 22.1%,1861年英国农业在国民

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 17.8%,而 1901 年则为 6.4%。”可知，农林渔业产值占国民收人的比重在近百年间急

剧下降，说明牺牲了农业和损害了农民利益；根据材料“在收入差距方面,1801年,英国 1.1%最富有的人取

得国民收入的 25% ,到 1848 年,1.2%的最富有者就取得 35%的国民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的 1867 年,2%的

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 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 1803 年的 42%下降

到 1867 年的 39%。”可知，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根据材料“连续不断的工业废水和生产污水的自

然排放,完全超过了河流和大地的自净能力,就连英国人视为生命之河的泰晤士河都成为了举世闻名的‘臭

河’。”可知，造成环境污染。 



    

（2）结合所学，从所有制、工业化路径、发展方式及资金来源等方面对新中国工业化和英国工业化道路进

行对比即可。 

14.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近代西方重大理论成就及政治事件对应简表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从材料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信息,自拟-个具体的论题，结合世界近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

论结合,言之成理。) 

【答案】论题 :近代平等观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推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平等观的传播,

有利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该思想反对“王权至上”的封建等级秩序,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

供了理论依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近代平等观，影响了美国、法国等其

他地区和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进程。总之，近代平等观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解析】 

【详解】材料信息提供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在拟定论题时既可以

从宏观视角把握启蒙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微观层面谈某一具体思想与具体政治

事件的联系。从宏观视角拟定论题,如:启蒙思想家的制度构想与近代西方政治实践。从微观视角拟定论题,

如:近代平等观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主权在民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三权分立思想与美国政治实践;启蒙思想

与美国《独立宣言》等。 

15.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慈禧太后、奕诉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

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上台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



    

满族贵族和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

以 1863年为例,当时清廷共设 8个总督.15个巡抚实缺,湘军集团竟占了 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湘军

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几乎墙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

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

期间,便发布“罪已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

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进行改革。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统治秩序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统治秩序变化产生的影响。 

【答案】（1）变化:汉 族地主势力上升；形成地方军事集团；汉族官员权力有所扩大。原因:镇压农民起义

的需要(太平天国等)；争取列强的支持；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2）影响:对地方而言,获得一定的自主权,有利于发展；对中央而言,弱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加速了清朝统

治的瓦解。 

【解析】 

【详解】（1）变化:根据材料“以 1863年为例,当时清廷共设 8个总督.15个巡抚实缺,湘军集团竟占了 5个

总督、9 个巡抚”可知，汉族地主势力上升，形成地方军事集团;根据材料“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

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可知，汉族官员权力有所扩大。原因: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清政府为了

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太平天国等);根据材料“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

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可知，争取列强的支持，同时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2）影响:根据材料可知，对地方而言,汉族地主权力上升，获得一定的自主权,有利于发展;对中央而言,

地方势力的上升，弱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 

16.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追赶,到 7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已同美国达到了某种均势。在此基础上,

苏联利用美国“越战后遗症”未消，“水门事件”和经济危机,一面同美国在欧洲大讲“缓和”,一面在非

洲、中亚、南亚发动攻势,扩张势力。1976年 1月插手安哥拉,支持安哥往人民解放运动,击溃了安哥拉解放

阵线,把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赶出城市，后又支持安哥拉入侵扎伊尔。1977年支持埃塞俄比亚同索

马里作战,迫使索马里从欧加登地区撤兵。1978年苏联把越南拉入“经互会”,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不久

就支持越南侵略束埔寨。1979年,苏联又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对阿富汗实行军事占领。 

——摘编自王春良祝明《世界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苏联在 20世纪 70年代在外交上“四处出击”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联这些外交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答案】（1）背景:苏联经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加强；美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政

局的影响以及越南战争的拖累,实力相对削弱；亚非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欧美列强控制。 

（2）影响: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经济形势；苏联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恶化；导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促使中

美改善关系并进而建交。 

【解析】 

【详解】（1）背景:根据材料“经过几年

的
努力和追赶,到 70 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已同美国达到了某种

均势。”可知，苏联经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加强；根据材料“苏联利用美国‘越战后遗

症’未消，‘水门事件’和经济危机”可知，美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越南战争的拖

累,实力相对削弱；此外，还可以根据材料“一面在非洲、中亚、南亚发动攻势,扩张势力”并结合所学，

从亚非国家刚刚摆脱欧美控制角度回答。 

（2）影响:结合所学，从对恶化苏联经济形势和国际形象、影响中苏关系、促使中美改善关系并建交等角

度进行分析。 

17.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孙承宗(1563年- -1638 年)直隶保定人，明代杰出军事家。孙承宗年轻时曾在边境教书，喜欢和

低级军官和老兵们谈边境情况和山川险要等兵要地志。万历年间他中进士，步入仕途。天启初年升任兵部

尚书。当时辽西局势危急,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原职前往辽东督师山海关、蓟、辽等地军务。到任后,即着手

定军制,建营寨,练火器,治军储,善甲仗,筑炮台,买马、采木。修筑城堡数十处,练兵十一万，开屯五千顷。

还拯救难民,增练骑兵,招募兵员,克实军队。在孙承宗的领导下,明军在辽西建立了一个坚围的防街御体系。

它以山海关为根本,在关外层层设防。其中以辽宁的宁远和锦州为重点，凭“坚城与大炮”屡次击败后金军

的大举进攻,并拓地二百余里,几乎恢复了过西全部失地。直到吴三桂降清前，清军一直未能攻占山海关。

虽曾几次烧道入关,铁骑闯入冀鲁平原.但终因山海关未下,后方感受威胁而不得不撇出关外。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承宗在辽西备战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孙承宗构建辽西防御体系的作用。 

【答案】（1）特点: 修筑坚固城堡;充实并训练边境军队;发挥火器作用。 （2）作用:屡次击败后金(清)军的大举进攻;恢复了辽西全部失地,威胁入关清军的后方;但消极防守,疲于

应付,最终未能扭转局势。 

【解析】 

【详解】（1）特点:根据材料“修筑城堡数十处,练兵十一万”可知， 修筑坚固城堡；根据材料“增练骑兵,

招募兵员,克实军队”可知，充实并训练边境军队；根据材料“即着手定军制,建营寨,练火器,治军储,善甲



    

仗,筑炮台,买马、采木”“凭‘坚城与大炮’屡次击败后金军的大举进攻”可知，发挥火器作用。 

（2）作用:根据材料“凭‘坚城与大炮’屡次击败后金军的大举进攻”可知，屡次击败后金(清)军的大举

进攻；根据材料“拓地二百余里,几乎恢复了过西全部失地”“因山海关未下,后方感受威胁而不得不撇出

关外”可知，恢复了辽西全部失地,威胁入关清军的后方；根据材料主旨可知，孙承宗消极防守,疲于应付,

最终未能扭转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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