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卷（二） 

历史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 

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 

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符合题目要求。 

1.从西周的金文中可以发现，早期周王往往赐予臣下的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它们常常有单独的

地名，而到了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 

A.宗法分封制度的原则已遭破坏 B.周王室的实力与地位逐渐减弱 

C.周王直接控制国家的所有土地 D.赐予的土地可以进行自由交易 

2.图 1 再现了汉代人力运输形式“担负”的画面。据《史记》记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

千里负担馈粮，率（大概）十余钟致一石。”这体现了当时 

 
A.劳作者的生产和生活 B.长途运输的效率甚高 

C.上层社会的娱乐与休闲 D.政府强力推行重农抑商 

3.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授桑田 20 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

土地，也可买其不足 20 亩的部分。这一规定 

A.有效抑制地主兼并小农土地 B.实际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C.“复辟”西周时期的井田制 D.表明国家对土地绝对处置权 

4.表 1 为唐代官府书吏设置简表。 

 
表 1 说明当时 

A.书法艺术大放异彩 B.统治者重视文化事业 

C.三省职权分工明确 D.思想呈现出多元特征 



5.宋太祖颁发《商税则例》，规定：“商税，凡周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 

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个钱算二十；居者

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这一政策 

A.促进商品跨地区流通及经济发展 B.杜绝了地方官乱收税费的现象 

C.反映出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 D.刺激士人和官僚卷入经济活动 

6.明代中后期，书坊（买书兼刻书的店铺）开始纷纷刊刻举业用书。“书坊非举业（八股文）

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A.印刷技术的成熟 B.商品经济的发展 C.官吏选拔的途径 D.思想观念的变化 

7.洪仁玕主政太平天国时期，在与列强的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用“照会”等语取代“诰谕”“札谕”

等旧称，并弃用“万国真主”“来朝”“谒主”等字样，改称对方为“贵国”“贵驾”等。这表明太平天

国 

A.缓和与列强的关系 B.摈弃天朝上国观念 C.初步具有国际意识 D.进行全面社会变革 

8.清代时沈阳城妇女“四时一般多穿粗布长衫，内穿袄裤，布鞋不绣。”进人晚清民国后，则 

“有服时装者，有西服者，有剪发者，有烙发者，更有中服而西冠者，光怪陆离之服饰乃愈出

愈奇”。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 

①人们追求服饰的新奇 ②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 

③民主平等思潮的影响 ④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A.①②B.①③C.②③D.③④ 

9.图 2 为 1937-1940 年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形势图。图中形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A.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 B.东北民众爱国热情高涨 

C.苏联对东北各路军的支持 D.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改革，将原

来的公社重新改建成乡镇，将生产队大队改建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这一变化主

要得益于 

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B. 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 

C.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 

11.公元前 6 世纪初以后，雅典多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相继立法和改革，使其成为古希腊众多

城邦中真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由此可知，这些立法和改革旨在 

A.废除了债务奴隶制 B.制定了陶片放逐法 C.调和公民内部矛盾 D.扩大公民参政范围 

16.表 3 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法国农业合作社简表。 

 
表 3 反映出 

A.欧共体共同的农业政策 B.集体农庄自主权的扩大 

C.国家对农业的适度调控 D.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均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宋代服饰用具变化明显，政府一再要求“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

贵者并丽”，但是，“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

古制”。但对商人却比较优厚，如太宗准许“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数十年风俗

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 

政府也曾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1048),禁止 

“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大

观四年（1110),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

带之类”，“宜严行禁止”。政和七年（1117)和宣和元年（1119),又两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 

——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服饰用具变化的表现。（5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服饰用具变化的原因。（7 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 分） 

材料一 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

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

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

操纵的经营。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组织与

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而不能用行政手段（那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 

——摘编自《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等（1948 年 10 月－12 月） 

材料二 要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

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

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

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

制。 

——摘编自《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 年 12 月）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党和政府在东北推行的经济方针。（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经济建设的举措，并简析 1953 年党 

正式颁发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因。（9 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3 分） 

材料一 1918 年 12 月 14 日，顾维钧抵达巴黎。大会前，他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顾

维钧在大会上承认中国的确在 1915 年和 1918 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但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

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他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

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轰动了整个巴黎以至欧洲。 

——摘编自《顾维钧回忆录》 

材料二 1919 年 1 月 18 日是普鲁士王国宣告成立纪念日，也是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的纪念日。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凡尔赛宫镜厅又是威廉一世皇帝即位的场所。这样的时间、

地点的选择，固然雪除了法国在历史上蒙受的耻辱，但是它又给德国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巴黎

和会强令德国对协约国提出的和约不得进行口头谈判，不得有任何保留。协约国的赔偿要求更

是对德国极尽搜刮之能事，大大超出了德国的国力，为保障支付赔款的种种措施还使德国丧失

了大量主权。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背景。（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巴黎和会及其条约的特征和影响。（7 分） 

 

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下图为 1982、1990、1995、2000 年全国青壮年文盲变化数据。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根据材料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选取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重大

事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