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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三下学期 5 月三校联考

高三历史试卷

命题学校：荆州中学 命题教师：刘汉荣 审题学校：宜昌一中

考试时间：2023 年 5 月 4 日上午 试卷满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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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据《尚书·舜典》载：安抚边远笼络近处，亲厚有德之人，信任善良之人，拒绝邪佞之人，则

“蛮夷率服”。这反映了

A．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B．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C．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 D．宽严相济的政治智慧

2．秦汉时期，河湟地区是羌、汉、匈奴杂居之地，近年在此发掘的上孙家寨东汉晚期匈奴墓，从出

土的铜镜、钱币等文化面貌已无法判断墓主的族群身份，只有从墓中的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

印，才可知道墓主原来是匈奴人。这说明

A．河湟地区手工业较发达 B．匈奴视汉朝为华夏正统

C．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 D．汉朝直接管理匈奴地区

3．曹魏统治者初期实施军屯，后来开始出现民屯，屯田事务主要由各郡国典农官主持。大的郡国设

典农中郎将（掌管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的武官），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官独立于郡县之外，

是专为供应军粮而设的机构，若遇到重要事项，典农官可直接向中央请示办理。典农官的设置

A．有利于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B．保证了曹魏军事上的胜利

C．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D．推动均田制的发展和完善

4．北宋仁宗中期，士大夫政治走向成熟，皇帝负责最后裁决，具体行政事务由代表“天下”的士大

夫为主体的各个机构分工完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权力体系。据此可知，这一

体系出现的思想渊源是

A．儒家仁政的政治理想 B．重文轻武的制度设计

C．君臣平等的制衡观念 D．科举提高了官员素质

5．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载，林则徐曾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

成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

之长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藩篱，即足使之自困。”由此可知，林则徐

A．奏言缓解了清廷当时困境 B．反思了当时中国近代化问题

C．认识到贸易逆差的危害性 D．已有“师夷制夷”的海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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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94 年 6 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主张：国家不应片面追求坚船利炮，而要大力发展经济，

培养经济人才。11 月制定的《兴中会章程》中则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庸奴误国，荼

毒苍生”。这一变化反映了

A．中体西用无法挽救危局 B．战争失败加快革命进程

C．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化 D．孙中山对国情认识加深

7．1937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开国民大

会、迅速准备抗日、改普人民生活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工农革命政府

改为特区政府和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坚决执行

抗日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

A．囿于形势暂时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 B．制定政策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

C．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初步形成 D．提出赢得抗战胜利的战略指导理论

8．1944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随后，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举行会议，强烈要求召开国事会议，

制订改组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这表明，当时

A．中共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 B．国家前途命运问题备受关注

C．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D．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共识

9．1964 年，四川省铁路营业里程为 1501 公里，到 1980 年已经增加到 2886 公里。新建的企业主要沿

宝成、成昆、成渝、川黔及襄渝铁路线进行分布。资阳、隆昌、达县等工业城镇开始快速发展。

这一变化发展主要得益于

A．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 B．邓小平主持国民经济整顿工作

C．中国高铁建设不断发展 D．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10．表 2为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由此可以推论出我国

表 2 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数量表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构成（合计=100）

1952年 83．5 7．4 9．1

1965年 81．6 8．4 10

1979年 69．8 17．6 12．6

1992年 59．7 21．4 18．9

2020年 23．6 28．7 47．7

A．农村人口不断流失经济衰退 B．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

C．第三产业经济产值增长最快 D．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社会结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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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元前 6世纪，波斯国王大流士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涉及：建立完备的军政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

统一货币铸造制度，规定只有波斯国王有权铸造金币；修筑道路，设置驿站；以琐罗亚斯德教为

国教。他的改革主要意在

A．增强军事力量 B．巩固帝国统一 C．扩大贵族特权 D．发展奴隶经济

12．12 世纪中叶，英国亨利二世出台了“盾牌钱”政策，即允许一部分骑士交纳代役钱——盾牌钱，

以免除每年对国王负担的 40 天军役。国王用此项收入招募常备雇佣军，从而减少在军事上对骑

士的依赖。“盾牌钱”政策的出台

A．增强了英国政府的财政实力 B．标志着英国骑士制度的瓦解

C．有利于推动英国王权的强化 D．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3．1784 年《印度法案》得以通过，按照这一法案，东印度公司必须由英国国王任命的议会监督局来

控制。同时英国人也一改之前横征暴敛的强盗作风，改成了比较“文明”的方式来对印度进行剥

削。英国做出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A．对北美战争的反思 B．印度反英斗争的高涨

C．东印度公司的贪腐 D．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

14. 表 3

时间 建筑名称 高度

1871 年 芝加哥保险公司大厦 10 层

1892 年 卡匹托大厦 91．5米

1913 年 伍尔沃斯大厦 55 层（230 米）

表 3中这些高层建筑大量出现的最主要因素是

A．第一次工业革命积累了大量资本 B．充分吸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C．商业化的发展带来城市地价飞涨 D．城市化使人们住房需求极速增长

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在法国处理战后国际关系时提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建

立一个摆脱美苏控制、恢复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实行非殖民化，保持并增进法国在第

三世界的利益与影响。这是二战后法国

A．缓和国际局势的愿望 B．同美国关系决裂的表现

C．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 D．构建欧洲共同体的诉求

16.美国政府认为音乐可能是撬开苏联人民封闭之窗的一种最安全的工具，只要音乐能渗入，就能在

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加上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莫斯科对其人民的控制。美国这一主张旨在

A．展示美国文化实力 B．利用艺术形式展开冷战

C．激化苏联社会矛盾 D．丰富苏联人民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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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中国古代基层治理】（12 分）

材料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大的家族。这种聚族而

居在自然耕作的农业社会环境下被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基本上只延伸至县一级。

基层政府在比较有威望的村民中指定耄长等负责村、镇的事务。与此同时，基层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也

会自行推选族长负责当地重大事项和纠纷的解决。传统中国呈现出政府治理和基层自治二元化的状态，

而在治理结构上却实现了两者的互补。

熟人社会是我国实行民间自治的客观条件。而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度渗透使得熟人社会成为

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撑。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礼”或“礼治”的社会，百姓对礼的规则和秩序不是被动

地接受，而是主动的尊崇。同时，家长在家族中具有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更有信念的支撑。同样，士绅阶层兴起以后，其儒家化的知识结构成为领导民间自治的合理依据，从

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民间自治力量。

——摘编自李文静《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现代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6分）

18．【时局与国家观念】（14 分）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国家观念的主要支柱。自春秋战国

以降的两千余年间，“此悉土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脑中”，维新派在批判了这种“自古以国

为君主之私物，民为君主之私仆”的观念后，阐述了国民为国家构成之主体的新学说。梁启超写道：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国民报》也发文阐

述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国民报》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即

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

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无权利者，非国民也。”

——摘编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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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在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年代里，那些勇敢的启蒙思想家们以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笔

锋猛烈抨击封建统治，宣传和颂扬必将取代旧制度的“理性”新时代，确实是“非常革命的”“伟大

人物”。天主教炮制所谓“君权神授”说，把封建制度奉为神的恩赐和神意的体现，树立封建王权的

绝对权威。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

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

神圣外衣”。

——摘编自刘宗绪：《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李凤鸣：《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法两国提出的“各种权利”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法两国对于“权利诉求”的不同及其历史影响。（8分）

19．【关税与个人所得税】（14分）

材料一

1950年 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同年 12月又公布了

《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1951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第一部体现国家主权的海关法和海

关进出口税则的颁布实施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海关主权完全收回。从此以后，近代以来

我国落入西方列强之手的海关正式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为我国开展对外贸易和维护海洋权益创造了良

好条件。

——摘编自魏青松《中国共产党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研究》

材料二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 316亿元，

有 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2018年 10月 1日个人所得税改革启

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运行平稳，10月份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已完

成申报。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舒介绍，10月领取工资薪金所得在 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

税幅度都超过 50%，占税改前纳税人总数的 96．1%，减税金额达 224亿元，占当月总减税规模的

70．9%。

——摘编自吴秋余《个税改革首月减税 316亿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中国关税制度建立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代以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现实意义。（8分）



第 6 页 / 共 6 页

20．【世界性危机】（12 分）

20世纪重要的世界性危机

时间 危机 概况

1914—1919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造成巨大人员和经济损失，加速了欧洲霸权衰落的进

程。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改变

1918—1920 年 西班牙大流感

至 1920 年春季，在全世界造成超过超过 5 亿人感染，2500

万人死亡。突如其来的大流感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也

开启了欧美国家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和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讨论

与尝试

1929—1933 年 经济大萧条

由美国股市崩溃开始，逐渐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经

济危机迫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放弃盛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

想，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德、日、意等国甚至走上法西

斯集权道路

1939—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法国等传统强国失去了对于世界格局的支配权。美国

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利用自身的实力，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美国规则”成为世界的规则

1962 年 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美国总

统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进行战争威胁。该次危

机险些引发双方之间的直接冲突。苏联被迫撤走导弹，危机才

告平息

1973 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

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大幅提高原油价格，使油价猛然

上涨了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

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有的工业

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根据材料，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世界性危机”自拟论题，并对所拟论题进行简

要阐述。（要求：论题准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