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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 2021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巩固检测卷 03 

 

第Ⅰ卷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第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 

24．中国人素有清官情结，清官一词出现得较晚，但清官文化一直绵延不绝，受到很多时期人们的关注。

下列对古代清官文化的评论正确的是 

A．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文化遗产 B．强调法律制度的规范制约 

C．表明了中国古代缺乏相关制度 D．体现了对人性本恶的共识 

25．古代中国注重监察制的推行，特别是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唐代的《巡察六条》、元朝的《设立宪

台格例》等都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监察法规。这些法规 

A．注重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 B．有助于监察机构行使职权 

C．使监察活动处于行政的中心 D．有效防止了地方分裂割据 

26．“御笔”“手诏”和“上批”是绕开政府和监督机关、由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

引用的此类命令统计，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计 109 次，而宋神宗有 1260 次，这说明宋

神宗时期 

A．统治者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 B．王安石改变了宋初体制 

C．决策体制的程序性有所减弱 D．弥补了律令条文的不足 

 

27．下图是根据汪盼玲《中国婚姻史》中统计的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绘制的柱状图。该图呈现的发展趋势，

深刻表明 

 

A．清代统治者最重视妇女的贞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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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C．两汉以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小 

D．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积极塑造 

 

28．“申江（上海黄浦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

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A．列强大量收购中国生丝 B．清政府废止“重农抑商”政策 

C．民族工业发展需要原料 D．苏杭地区传统纺织业力量薄弱 

 

29．伊恩布鲁玛在《创造日本：1853～1964 年》中记载：“日军先是于 1937 年之夏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

周边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城市遭到轰炸，郊区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有二十五万中国人在战火中丧生，多

为平民。在日军实施某起大屠杀的遗址，一块纪念碑这样写道：„血流成河，染红了大海。‟”此次战役 

A．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B．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 

C．使得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D．日军犯下侵华战争中最恶劣的罪行 

30．“一五”计划展开时，苏联专家为中国提供建议，在发展工业化时一定要注意农业问题，重工业一定要腾

出份额生产农业机械和化肥，还要保证为农村人口提供足够的工业品，以带动城乡物资交流。根据建议，

我国对“一五”计划作了一定的调整。这一调整 

A．丰富了经济资源配置手段 B．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均衡发展 

C．解决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D．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31．中国《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后，西方媒体却蓄意将其描述为是一部“授权发动战争”的法律。而台湾当局

也正是看重了海外媒体的这一特征，竭力利用国际媒体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妄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这

说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A．揭露国际媒体的错误导向 

B．避免直接出现武力争端 

C．应加强对外宣传的影响力 

D．应构建舆论战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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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元前 464 年，在是否向斯巴达派出援军镇压希洛人起义的问题争论中，西门（雅典的掌权者）利用

他当时的威望，终于迫使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派遣 4000 重装步兵去支援斯巴达人。公元前 461 年，西门因

勾结斯巴达被公民大会放逐。这反映了雅典 

A．平民没有政治权利 B．缺乏民主的自主权 

C．民主政治日益发展 D．民主运行机制无序 

33．史料记载：“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初，只有拥有一定地产的成年男性才有资格当选为议员。1830 年，

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议会改革的不断深入，英国才规定

凡是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下院的选举。”这反映了 

A．英国君主立宪制受年龄限制 B．英国君主立宪制受经济条件制约 

C．英国君主立宪制受性别约束 D．英国君主立宪制与时间关系密切 

34．（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已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

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该论述

（     ） 

A．推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斗争 B．系统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C．宣告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 D．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 

35．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截止 2020 年 4 月 10 日，全球累计确

诊超 160 万，累计死亡达 9 万，超过 180 个国家和地区卷入。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挑战，国际社

会应该 

①发挥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  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③共享信息、开展科研合作  ④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第Ⅱ卷 
二、非选择题：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41—42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45—47

题为选考题，考生任选一题作答。 

41．（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我国最早的兵书始于西周，历代史籍所辑录的兵书达 3380 部，23503 卷。中国古代兵书言兵

却不限于言兵，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等有关因素系于一起，从哲学高度观察、评论、解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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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形成了“舍事言理”论述军事问题的传统。中国古代军事家把“止戈为武”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

把“道”作为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不仅诸多兵家各

抒已见、自立门户，而且政治家、思想家也都踊跃参与言兵议兵，文人学士也以诗词歌赋来论述用兵得失，

他们共同构建了古代兵学的理论大厦。 

——摘编自王少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特色》 

材料二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抵御外侮，洋务派希望通过学习西方

先进军事技术和创办军事工业等达到“自强”的目的。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学堂，向西方列强派遣留学生和大

量翻译西方科学与军事书籍。19 世纪 70 年代的海防大讨论，改变了以往“重陆轻海”的传统，确立了海防、

塞防并重的战略思想，清政府在国防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军事思

想的近代化。但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作战思想落后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改革军制成为朝野一致的呼声。 

——摘编自彭永《晚清军事思想变迁考察》等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奉行

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邓小平抓住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现代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强调军队建设应以现

代化为中心，以“百万大裁军”为突破口，踏上了精兵之路。 

——摘编自陶七一《中国共产党 80 年建军思想的发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军事思想的进步之处，并分析其实践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邓小平军事思想的重要影响。 

42．（12 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中国自

古以来就很重视书籍的收藏与保护，文渊阁就是乾隆帝谕旨督造的收藏《四库全书》以备御览的皇家藏书

楼。而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则始于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它是以议会法案为支撑，以地方税收为支

持，以曼彻斯特公民投票为前提，并得到企业家捐赠的、服务于公众的免费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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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

联，史论结合） 

45．（15 分）【历史选修：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清末，医政日趋颓废，中国新式知识精英积极倡言发展医疗卫生建设。1903 年，清政府在京师

大学堂附设医学实业馆（后改为医学馆）。1905 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其下辖的卫生科负责医疗卫生。各

省不同程度地设立地方卫生行政机关。清政府为防治疾病、清除烟毒，建立了多种新式医院。1908 年，民

政部设立外城官医院，免费救治病人，“还管理治疾、防疫、卫生事宜”。同年，清政府颁布了《预防时疫清

洁规则》等专门法规，各地政府随之不同程度地举办了学校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事业，支持非官办医疗

卫生事业，倡导医学研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1910 年东北鼠疫爆发时，清政府派遣伍连德为首的

医官前往，迅速扑灭了鼠疫。然而，由于经费、人才等诸多因素制约，医疗改革各地进展不一，有的医院

和医学堂停办，诸多事项办理迟滞或议而未办或未曾议及。 

——摘编自李传斌《清末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医疗卫生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末的医疗卫生改革。 

46．（15 分）【历史选修：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二战前期，从 1931 年日本侵略中国到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遭受侵略的国家虽然得到世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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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同情与部分援助，但由于当时缺乏整体性的反侵略机制，被侵略各国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们不得不

在孤立状态下承受侵略者的打击和占领，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40 年法国战败、德国空袭英国使西方

国家处于整体沦陷的危境，1941 年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更是将两个原本想避开战争

的大国一苏联和美国施入了战场。至此，任何置身事外、避战自保的意图都被击碎，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

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显出来并得以推动

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诉诸整体性人类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使

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一次超越民族主义的提升。 

——余伟民《一个历史在场者眼中的二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前期被法西斯侵略的各国付出沉重代价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战历程指出二战后人类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的变化。 

47．（15 分）【历史选修：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徐光启（1562—1633），松江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青少年时遭受经济困难的苦痛，切

身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逐渐产生富国安民必须施行“务农贵粟”的思想。《农政全书》从这种农本观

念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备荒三项。徐光启把这三项当作农业生产上必要的政治措施，这大概

就是把所撰农书题名为《农政全书》的由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在《农政全书》

中他汇集了前人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分析整理了自己调查和科学试验所

得的材料。书中第一手材料约占 1/10，辑录前人著述部分，作者也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做了适当的编排和取

舍，并通过评、注来表述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使汇集的材料和自己的见识融为一体。所以说，《农政全书》

是一部总结性的传统农学巨著。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徐光启《农政全书》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徐光启能够成功编撰总结性的传统农学巨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