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度下期高 2024届半期考试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满分：100 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5 分，32 小题，共 48 分）

1．战国时《管子》中有：“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荀子》中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

而霸”。这体现了当时（ ）

A．兼并战争下思想间激烈交锋 B．儒家思想成为当时主流思想

C．各诸侯国普遍采用法家思想 D．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的融合

2．《诗经》三百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相符，形式也多是整齐的四言诗，涵盖的地域极广，体系完

整且内容丰富。因此有学者推测，《诗经》应当是周王朝通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

整理、编纂而成。据此可知，《诗经》（ ）

A．创作方法受到广泛认同 B．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C．体现对区域文化的整合 D．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端

3．两汉时期，朝廷大力修建各类祠堂，主要有宗族祠堂、显宦名哲祠堂等，民间亦盛行立祠之风。这些

祠堂规模宏伟，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用来祭祀祈福、纪念缅怀和昭德劝善。汉代祠堂的兴盛( )

A．丰富了儒学思想的内涵 B．促进了祖先崇拜观念的普及

C．扩大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D．便利了诸子百家思想的融合

4．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内容稍加修改，定名为《增损吕氏乡约》。开篇指出：“事亲能孝，事

君能忠。夫妇以礼，兄弟以恩，朋友以信。能睦乡邻，能敬官长，能为姻亲。与人恭逊，持身清约，容

止庄重，辞气安和。衣冠合度，饮食中节。凡此皆谓之德”。《增损吕氏乡约》的推行( )

A．确立了理学的主导地位 B．强化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C．实现了乡约与法律合流 D．阻碍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广

5．明代东林书院刻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认为：“官

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反映了明代

（ ）

A．知识分子深受政治压迫 B．八股取士日益束缚思想

C．士大夫的济世安民情怀 D．商品经济冲击传统价值观

6．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广州延聘外语人才，翻译外文报刊资料和著述借以了解“夷情”和世界，先

后编成《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四洲志》等。这一做法( )

A．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 B．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学风

C．探寻了富国强兵之道 D．改变了天朝上国的观念

7．1896～1898 年间，“读书人无不喜阅”《时务报》，主要撰稿人梁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

之妙，争礼下之。”对此，西人创办的《字林西报》评价说，读报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习惯”。这反映

出当时( )



A.白话文已普及开来            B.新式教育成效显著

C.变法社会动员充分            D.士人危机意识突出

8.辛亥革命以“反满”为革命号召，革命后社会改革的重心从朝廷转向人民，反传

统则首当其冲。这说明当时中国( )

A.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B.深谙西方国家富强之道，

C.实现人民解放任重道远          D.继续坚持在传统中求变

9.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彻到

史学研究中，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分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创

造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构建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A.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得到传播     B. 历史研究成为民国时期的显学

C.各行各业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弊端     D.学术研究与国际前沿紧密结合

10.戴维·麦克莱伦说“毛(泽东)超出列宁关于专政只是一个革命阶级的专政的论断

，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使那

些对于社会主义缺乏热情的农民感到满意。”据此可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

A.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B.否定了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

C.扩大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基础       D.规定了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

11.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天津等地发表一 系列谈话，史称“北方谈话”，强

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

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一论

述表明邓小平 ( )

A.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性反思      B.主张政治，上实行系统的拨乱反正

C.明确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D.对社会主义本质形成成熟的认知

12.1985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劳动者的素质”这一综合性较强的概念被提

出来，并逐步取代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文化知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等表

述。这一变化表明中国教育事业()

A.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B.促进了科技快速进步

C.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D.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

13.右图是14世纪初意大利画家乔托的作品《哀悼基督》。这一画作表明当时( )

A.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B.美术创作回归人的自然属性

C.宗教成为艺术创作题材          D.文艺创作与宗教的融会贯通

14. 18世纪，西方思想家休谟是怀疑主义的代表，他质疑“因果关系”的真实性和

必然性。休谟同时颂扬“现代商业社会模式”，认为商业的发展使人们的感官、情

感和欲望获得了解放，并获得了正当的价值。休谟的这些认识 ( )



A．冲击了人们的思想 B．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

C．彼此之间矛盾冲突 D．助长了西方的腐朽堕落

15.18 世纪的法国史学家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引进了历史领域，“发现”了文明运动的“一般原因”和规律。

在他们看来，进步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规律。“宗教信念、道德和法律观念、语言

和制度”等“都被以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这表明（ ）

A．达尔文进化论被民众普遍接受 B．科技进步与思想解放相互作用

C．法国天主教会的势力逐渐衰落 D．唯物史观根植于法国启蒙思想

16.著名学者邓广铭认为：“任凭王安石的新法如何发展下去，终归还是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境地。……

土地问题是在 11 世纪的改良主义者改革工作的极限以外的问题。”上述言论（ ）

A．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策略失误 B．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贡献

C．明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 D．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局限

17．下表内容是 20世纪前期，部分教科书中有关孝文帝改革的论述。据此可知（ ）

时间 教科书 论述

1907 年 《中国历史讲义》 自是华奢柔弱之风渐行，而国势之衰兆已见

1913 年 《共和国教科书》 鲜卑之同化中国，帝功居多

1928 年 《初中本国史》
国中一切制度文物……至北齐北周之治制，则尤为隋唐治制之所本， 

于中国之贡献颇大

A．清末新政促进了教育变革 B．社会进步传播了唯物史观

C．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交融 D．时代发展丰富了史学观点

18．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治改革。由于没有真

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

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他意在强调（ ）

A．变法过急不具有彻底性 B．变法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

C．变法缺乏相应经济基础 D．变法不符合中国发展趋势

19．晚清时期，法政学堂的学校数、学生数在全国各类专门学堂及高校中居绝对优势。1909年全国法政学

堂达 47 所，学生 12282人。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清政府对法制建设的重视 B．适应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

C．近代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 D．晚清救亡图存运动的结果

20．在某些地方，尤其是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改革者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变现状，期待能够利用国民高

涨的热情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通过它来重新构建社会，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材料强调

的是（ ）

A．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近代化改革 B．工业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C．西方殖民侵略与世界市场形成 D．工业革命在亚洲



21．法国艺术家杜尚是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二战后西方艺术走向的深刻影响者。下图所代表的“现成品

艺术”就是由他肇始。这类作品在当时想传达的理念是（ ）

杜尚 1913 年《自行车轮》 毕加索 1942 年《牛头》

（自行车轮+厨房凳） （自行车把手+车坐）

A．讴歌工业精神 B．趋近大众品味 C．颠覆艺术传统 D．回归现实主义

22.下表取自湖北江陵风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景帝（前 157—前 141在位）二年南郡江陵县郑里康薄（土地、

赋税等情况记录薄）。据此可知，当时该地（ ）

户数 口数 成丁男女数 耕地总数 每户最多与最少田亩数

25 户 105 口 69 口 617 亩 54 亩、8 亩

A．精耕细作农业发展 B．地主田庄经济繁荣

C．土地租佃现象普遍 D．自耕小农经济盛行

23．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种一顷花、植一顷榆或种三十亩葵，比种谷获利多，只要适当配备人

力，使用雇佣劳动，即使“单夫只妇”之家，也能从中多获利。这体现了该书（ ）

A．提倡种植非粮食作物 B．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

C．关注农业的精耕细作 D．注意市场行情的变化

24．碾硙是古代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机械。655 年，有大臣上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

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田一万许顷。”于是唐高宗令人分检渠上碾硙，尽毁撤之，

此举旨在（ ）

A．打击商业经济 B．改进手工业生产技术

C．保障农业生产 D．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5．西汉初年，民营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汉武帝以后，民间资本被迫大量向农业转移，以田庄为主要载

体，以农为主、工商为辅。这种变化说明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实行 B．中央经济控制力加强

C．自然经济阻碍商业发展 D．私商已成为商人主体

26．唐以前的政治家和都城建筑的设计者，为了确保都城内部的安全，都主张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在唐宋

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是从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 ）

A．中央集权和君权至上思想的弱化 B．领土疆域和城市人口的缩减

C．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 D．理学思想和土地兼并的盛行



27．下图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年）和唐宪宗元和二年（807 年）的人口分布变化图（每点代表 5000

人），这一变化可以说明（ ）

A．人地矛盾比较突出 B．自耕农经济较为盛行

C．南方经济影响上升 D．安史之乱后北方衰败

28．宋太宗时期，“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

“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这说明北宋（ ）

A．重视民主立法 B．商税为主要财政来源

C．放松重农抑商 D．商业经济影响力扩大

29.唐宋以来，江浙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东南之田，所种惟稻”；但明中后期，江浙“乡民以种

稻收薄，故以他种以图利”。据此可知明代江浙地区（ ）

A．农业生产无利可图 B．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C．区域经济较大差异 D．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30．明代中后期，松江府的棉纺织业，苏州和浙江湖州、杭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江西铅山的造纸

业以及景德镇的制瓷业闻名全国。这反映了（ ）

A．资本主义萌芽范围扩大 B．区域经济分工特点明显

C．官营手工业生产水平高 D．经济的重心进一步南移

31．康熙九年（1670 年），由于“年荒米贵”，受雇工匠窦桂甫等“传单约会众匠停工，索添工银”，当地

工匠纷纷响应，“停工汹汹”。这反映了（ ）

A．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 B．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C．新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性 D．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反应

32．传统观点认为，明清严格执行“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的政策；后有学者指出，从“海禁”、“一

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及政策效果来看，即使官方政策也不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据此可知，

关于明清“闭关锁国”的认识（ ）

A．只能有一种观点正确合理 B．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理性

C．缺乏相关史料数据的支撑 D．受到阶级立场差异的影响



二、材料分析题（3 小题，共 52 分）

3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为解决对匈奴作战的粮草供应问题，汉武帝在西域实行屯田制度。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

开始招募内地农民戍边屯田，对戍边农民赐予官爵，分给官地、农具、种子等。公元前 119 年，实行军队屯

田，屯田所需土地、农具、种子等各种用品由国家统一发给。此后，军队屯田逐渐成为主要屯垦模式。

开始时屯垦多由临时机构管理，到汉元帝后，西域都护成为屯垦总管，下有都尉或校尉、曲侯、屯长等分

管各屯垦点。西汉在西域的屯垦不仅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国策。

——摘编自李祖德《西汉的屯田》等

材料二 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了解决当地严峻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在新疆开展大规模屯垦戍边。1950 年

，驻疆部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当年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1954 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成立，军队建设军垦农场逐步转变为兵团职工建设国营农场，新疆屯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屯垦

规划，兵团积极引进、吸收研发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使新疆的国营农场建设朝着规模化、机械化、现代

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战略，形成多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为新疆现代工业发展奠定

了基础。 ——摘编自赵曼《新中国新疆屯垦戍边之发展阶段与特征》等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在西域实行屯田的主要措施。（8分）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疆屯垦与西汉西域屯田的不同之处。（12 分）(3)

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相比古代新疆屯田，请你谈谈对新中国新疆屯垦的认识。（5分）

3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欧洲大学创立与发展简表

——整理自何文栋《欧洲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历史变迁》

阶段 说明

阶段Ⅰ

（5 世纪后期到 15世纪）

像巴黎大学（创于 200年）、博洛尼亚大学（创于 1088 年）、牛津大学（创

于 1167 年）、剑桥大学（创于 1209 年）、布拉格大学（创于 1348 年）、 

莱比锡大学（创于 1409 年）等，以“地名十大学”方式命名，被誉为“居

住僧侣的村庄”。早期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和居住场所，依托所在城市。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和干预使大学与市民、大学与城市当局的矛盾复杂。

阶段Ⅱ

（15世纪到 19世纪中期）

随着社会变迁，欧洲大学在课程内容、培养目标等方面发生变化，“民族

属性”增强。大学与新型城市未真正“亲密互动”。

阶段Ⅲ

（19世纪中期到 20世纪初）

欧洲大学与城市“接轨结合”。20世纪 20 年代后，牛津大学等传统大学

成为工业和社会的“中心发电站”，不再是“培养年轻绅士的机构”。各

工业国家还创办了一批新型技术院校和工科学院。

阶段Ⅳ

（二战后至 20世纪末）

以大学、科研、高技术生产为中心的“智力密集区”，如剑桥科学园、慕

尼黑高科技工业园等建立，大学与城市全方位互动。

阶段 V

（21世纪以来）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大学联盟与城市联盟互动发展”。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欧洲大学为主题，选取材料中两组或多组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世界史知识予以阐述。

（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请考生从 35、36 两题中任选一题做答，并用 2B 铅笔将所选题号后方框涂黑，多涂、错涂、漏涂均不给分，

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35.【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 康熙（1661—1722在位）用人以德为先，崇儒重道，“满汉一视”，提高汉官地位。他常用的选

才方法是：第一，科举考选。第二，廷推保选，号召朝廷臣僚及地方督抚各举所知，招徕贤才，对保荐之人

，康熙亲自面试，凡行止不端，平庸无才者概不录用。第三，谘巡访察，超擢贤才。第四，垂意草野，网罗

隐逸。

彼得大帝 1722 年颁布“官秩表”，规定官位分 14 等，每一等级的文武官员都要从有才能但出身微贱

的中下级服役人员中选拔出来，充实官僚机构和担任高级军职。凡在文职中官至八品或在军队中服役的，就

可以成为世袭贵族。文武官员都要从最低的一级做起，公侯或贵族世家的青年，一定要先在近卫兵团当士兵

才能提升为军官。文官也必须从低级官员当起，否则不能升为高级官员。

——摘编自田时塘等《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康乾盛世背后的遗憾》 

（1）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康熙帝和彼得大帝官制改革的目的。（6 分）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康熙帝和彼得大帝用人政策的差异。（9 分）

36．[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 屈原，楚国人，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

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

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发生了

尖锐的矛盾，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导致和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痛心楚怀王不能分辨是非，忧愁深思创作

了《离骚》……后来秦国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 

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之后楚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

屈原再次被流放。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

都郢。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摘编自司马迁《屈原列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屈原辅佐楚怀王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屈原能够名垂青史的原因。（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