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胜新高考——2023届高三年级大联考

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一、选择题：共 16 题，每题 3 分，共 48 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

合题意。

题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答

案

B A C C A A B B D A A B D D B C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题，满分 52 分。

17.（16分）

（1）历史背景：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扩大；（2分）仁政思想得

到推行；（2 分）王安石变法的实施；（1 分）传统救济观念的改变。

（1分）

（2）救助方式：家庭成员内部的互助；（2分）公地制度为贫困群体

提供重要的生计

来源；（2分）基督教会承担了救济穷人的重要功能；（1分）乡村居

民的捐赠。（1分）

（3）共同之处：救助体系多元化；（2分）都有宗教组织参与救助；

（1分）重视长

期救助。（1分）

18.（12分）

（1）方向：从欧洲向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迁移。（2分）

原因：新航路开辟；（1分）早期殖民扩张；（1分）三角贸易。（1分）

（2）影响：形成新的文明中心美国；（1分）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被



毁灭；（1分）

出现混血人种，形成多族群混杂的社会结构；（1分）加强了美洲与

世界的联系；（2分）促进美洲开发；（1分）形成兼容并包的美洲文

化。（1分）

19.（12分）

示例一：

当改良堵塞时，客观上就为革命创造了条件。（2分）

两次鸦片战争后，国家和民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1分）清

政府开展了持续 30多年的改革自救运动——洋务运动，迈开了中国

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2分）人们意

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戊戌之年，维新

派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局部改革，然而变法仅

仅维持了 103天。（2 分）直到辛丑议约，清政府才痛切地感受到中

国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清末新政拉开帷幕。然而皇族内阁的出台，使

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社会弥漫着革命情绪。（2分）晚

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使得改良无法满足社会普遍的期望，革命

无法避免。（1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说明清政府失去统

治根基，革命是民心所向。（2分）

示例二：

改良与革命相互促进、声援，共同推动社会进步。（2分）

清末，改良（立宪）派和革命派尽管争论不断，但在目标上都是

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立宪与革命之间存

在互动互助关系。（1分）立宪派主导的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

造了有利条件，当四川保路运动发生时，革命党人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最终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2分）武昌起义后，各省的

立宪派领袖纷纷投入到革命之中，在推动本省独立和清帝退位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2分）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提出“民主统一，

和平建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参加了重庆谈判和政治协

商会议。（2分）解放战争中，民主党派在维护和平、反内战、反专

制，以及筹建新中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

中国诞生作出了贡献。（2分）

总之，改良与革命只是路径上存在分歧，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他们相互促进、声援，共同推动近代中国的进步。（1分）

20.（12分）

（1）成就：奠基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分）建立比较完善的

工业体系。（1分）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

分）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中国经济奇迹”；（1分）国际影

响力不断扩大。（1分）

（2）特点：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2分）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2分）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

（1分）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