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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一高 2022 级高一下学期第四次质量检测

历史答案

一、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C D B A D C A B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C A C B B A B C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B A D D D B C D A

1、答案：C 解析：据材料可知，《汉谟拉比法典》专门对麦类作物作出法律规

定，体现了麦类是两河流域的重要粮食作物，故①正确；据材料“如果一个人不

去加固他的河堤”“如果一个人打开他的河渠用于灌溉”可知，当时人们修建河

堤和河渠等设施用于灌溉，结合所学可知，两河流域气候干旱，其促使人们修建

河堤等设施进行灌溉，促进农业发展，故②正确；据材料“他应该按照邻近地区

的大麦产量作出赔偿”可知，材料中的《汉谟拉比法典》条款仅对田地和作物毁

坏进行赔偿进行了规定，不涉及借贷和契约关系，故③错误；据材料“如果一个

人不去加固他的河堤……那么他应该赔偿被毁掉的大麦”可知，《汉谟拉比法典》

专门对河堤、河渠毁坏进行了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河渠、河堤等灌溉设施的重视，

故④正确；选择 C项符合题意。

2、答案：A 解析：据题干可知，赛里斯人用于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来自“国内

生存有一种小动物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能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足上的细丝”，

结合所学可知，该丝线是来自中国蚕丝，表明此时中西方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

故选 A项；据所学可知，公元 2世纪中西方的交流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排除 B

项；题干内容仅是述及赛里斯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了中国的蚕丝，并不能扩

大为此时“西方对中国已有精确了解”，排除 C项；据题干可知，赛里斯人用于

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是来自中国的蚕丝这种原料，并不能说明此时中国的养蚕缫

丝技术已传入欧洲，排除 D项；

3、答案：C 解析：“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关键的过渡作用”说明该学者强调

封君封臣制度的积极作用，而非弊端，故①错误；中古后期，西欧各国王权的加

强，为西欧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非封君封臣制度，故②错误；“封君

封臣制在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时代起到了关键的过渡作用”说明封君封臣制度在欧

洲社会制度的演变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故③正确；“从早期尚武的个人

英雄主义精神渐渐转化为服从法律、忠诚守纪的近现代西方法律精神”说明封君

封臣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故④正确；选择 C项符合题意。

4、答案：D 解析：据题干中“这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这里洋溢着自由的空

气”、“这里成为世俗文化的摇篮”等信息可知，“这里”指的是中古西欧的城市，

结合所学可知，在自治城市中，市民支持王权，会促进国王的统一事业，故选 D

项；据所学可知，在古希腊各城邦中，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排除 A项；

据所学可知，中古西欧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庄园，与“城市”无关，排除 B项；据

所学可知，在中世纪的西欧，教权高于王权，但是这与“城市”无关，排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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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5、答案：B 解析：据材料“镰仓幕府将军在地方行政机关内设‘守护’……而

且承担着服兵役的义务”可知这些武士是幕府在地方的代表，负责为幕府征集“兵

粮米”，而且承担着服兵役的义务，这为军事贵族幕府专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故选 B项；幕府统治依赖于封建小农经济，但材料没有涉及封建小农经济迅速发

展的信息，无法得出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迅速发展，排除 A项；材料“为幕府征

集‘兵粮米’，而且承担着服兵役的义务”反映的是武士为幕府统治提供保障，

没有涉及中央集权体制度的相关信息，无法得出中央集权体制逐渐完善，排除 C

项；这些私人武士和将军之间是主从关系，而非契约关系，排除 D项。

6、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苏法拉是古代津巴布韦的重要港口城市”可得当

时南非存在商业贸易行为，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故选 A项；津巴布韦不属于东

非，因此无法说明阿拉伯对东非的经济侵略，排除 B项；津巴布韦不属于西非，

排除 C项；黄金交易情况不能说明其是否沦为殖民地，排除 D项。

7、答案：D 解析：据所学可知，英国为发展海上贸易，在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

区寻找通往亚洲的航路，1497 年，英国卡伯特父子发现一块“新发现的大陆”，

即纽芬兰岛，占有了美洲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大片土地，故选 D项；1492 年，哥

伦布率先到达美洲，排除 A项；“控制”说法错误，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

西班牙占据了欧洲至美洲最有利的通商路线，排除 B项；英国此时的海上军事力

量并不强大，只能利用海盗对西班牙船只进行劫掠，排除 C项。

8、答案：C 解析：据材料“鼓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鼓励工业生产，扩展国

际贸易，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为公司颁发经营‘特许状’”，结合所学可知该经济

理论是重商主义理论，而重商主义推动了欧洲的对外扩张，故选 C项；“克服了

市场调节弊端”涉及的理论是凯恩斯主义，且“克服了”过于夸大，排除 A项；

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理论应为自由主义，而材料涉及的是重商主义，排除 B项；国

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的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表明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不断增强，而材料涉及的是重商主义，排除 D项。

9、答案：A 解析：据材料“上帝对人这样说”“我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央”“你

作为你自己的自由的创造者与塑造者，应该用最适合你的方式来构建自己”可知，

皮科以上帝的视角对人说话，但说出的内容却体现了人文主义，反映了其看法具

有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故选 A项；宗教改革开始于 16 世纪，时间上与材料不

符，排除 B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于 16 世纪之后，时间上与材料不符，排除 C

项；皮科的话依然以上帝为视角对人说话，并未否定天主教会权威地位，排除 D

项。

10、答案：B 解析：据材料“大资产阶级……举行了第一次宴会运动……宴会

运动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公开号召起来革命”可知，大资产阶级和广大

工人均要求改变当下政治环境，要求获得政治权利，显示出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

愿望，故选 B项；据所学可知，标志着欧洲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的是以英国

的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代表的欧洲三大

工人运动，排除 A项；据材料“宴会运动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号召起来

革命，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可知，体现了宴会运动的发展与民众的要求，未提

及运动的结果如何，改变了金融贵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与主旨不符，排除 C项；据

材料“巴黎……宴会运动……社会运动……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可知，宴会运

动影响了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深刻影响西欧各国的政治现代化夸大了宴会运动的

作用，排除 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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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答案：C 解析：据材料“建立统一的关税体制”“公布了德意志人自由迁徙

的规定”“商业同盟建立”可知统一关税体制和商业同盟的建立有利于统一大市

场的形成，德意志人的自由迁徙有利于打破邦国界限的限制，二者都加速了德国

的统一进程，故选 C项；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权威，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已经逐步

形成，排除 A项；19 世纪初期，德国的工业革命尚且处于起步阶段，排除 B项；

1871 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完成，结束了德意志的割据状

态，排除 D项。

12、答案：D 解析：据材料“法国的高级化妆品和奢侈品制造业仍旧十分发达，

这类行业多以分散的小企业手工劳动为主”可知法国的工业生产中奢侈品的生产

比重过大，影响了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利于扩大市场需求，小企业手工劳动

不利于机器生产的普及，这两种现象都制约了法国工业化进程，故选 D项；材料

只是介绍了奢侈品生产中使用手工生产的情况比较普遍，不能代表法国社会各行

业的发展状况，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排除 A项；法国工业革命在 18 世纪末起

步，相对于英国之外的国家属于起步较早的，排除 B项；法国的奢侈品生产主要

受到历史传统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排除 C项。

13、答案：C 解析：据所学可知，《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故 C项错误，符

合题意；据所学可知，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

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故 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故 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1864 年，

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它的成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进

入新阶段，故 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14、答案：A 解析：据材料“1880 年之后，民族主义和工业化共同将西方的主

要民族国家推向新一轮帝国竞争”，结合所学可知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初，随

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组织的产生，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它们竞相奉行殖民扩张、建立庞大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故选 A项；导致美国崛起并冲击欧洲中心地位的主

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势力明显增长，一战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实

力，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排除 B项；材料所述为“西方

的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单讲法德，且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以英德矛盾

最为突出，排除 C项；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导

致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排除 D项。

15、答案：C 解析：据材料“矿业生产和出口仍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制造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发展”可知独立后的拉美地区依

然以原料出口为主，工业制造发展严重滞后，这说明独立后的拉美依然是欧美国

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殖民体制残余制约拉美发展，故选 C项；门罗主义是

美国控制拉美的政策，不利于拉美地区的国家进步，排除 A项；拉美地区的落后

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侵略导致的，这说明拉美人民依然面临民族革命任

务，排除 B项；拉美国家资本主义在 18 世纪已经起步发展，成为拉美独立运动

的主要动力，排除 D项。

16、答案：B 解析：据材料恩斯特·海克尔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竞争法则所控

制的，民族是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的生命体”，他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到社

会领域，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同时强调民族作为斗争的生命

体，主张国家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争取自身民族利益，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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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此时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故选 B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适用的范围是生物

领域，恩斯特·海克尔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范畴，不属于对生物进化论的完善，排除 A项；恩斯特·海克尔将进化论引入

德国，材料并未体现其影响范围扩展到整个欧洲，且启蒙运动后天赋人权、人民

主权等思想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价值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其并没有发生根本

上的改变，这夸大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用，排除 C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优

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

亡的命运，这不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排除 D项。

17、答案：B 解析：本材料体现出美国对协约国的秘密与公开支持的程度远大

于对同盟国的支持，故 B项正确；A项内容在材料中无法体现，排除 A项；C项

内容与史实不符，排除 C项；材料体现了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倾向性，而非美国

重视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排除 D项。

18、答案：A 解析：据材料“1921”年可知是一战刚结束，法国和英国将德国

视为“无法令人满意的金蛋”，体现凡尔赛体系战胜国英法对德的剥削和制裁，

故选 A项；凡尔赛体系是英法意志的体现，排除 B项；材料反映一战后战胜国对

战败国的剥削，并非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排除 C项；英国在一战后争夺世界霸权，

试图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政策，排除 D项。

19、答案：B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17—1920 年属于苏俄内战时期。结

合材料“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强制性的捐献”可知苏俄农民对苏维埃政府有抱怨，

但结合材料“革命前我有 8英亩田地，现在我有 85 英亩”并结合所学可知，苏

俄通过《土地法令》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农民的支持是

苏俄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故选 B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时间是

1921 年，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A项；1917 年苏俄革命后立刻陷入内战与帝国

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1918 年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直到 1921 年新经济政策以

后，苏俄的经济才有所恢复，排除 C项；所谓“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

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材料中给农民分田，体现的

是政策的先进，而不是政体的先进，排除 D项。

20、答案：C 解析：题干述及的时间是 1921－1923 年，结合所学可知，苏俄（联）

在此时期在农业上实行新经济政策：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结合表格

内容中“村民集体做出了拒绝纳税的决定”、“在村社大会做出拒不纳税的决定，

并坚决执行”、“征粮机关采取坚决措施，省内有 5个巡回法庭，有的地方甚至使

用武装征粮队”等内容可知，在粮食税征收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故选 C项；

据所学可知，在该时期，苏俄（联）已废除了余粮收集制，排除 A项；据所学可

知，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统治时期（1924-1953 年）的农业政策，排除 B项；农

民拒绝纳税并不能扩大为苏俄（联）的政权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威胁，排除 D项。

21、答案：D 解析：由“帮助他们熟悉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加深了对

帝国主义的认识”、“使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意识和民族独立观念大大强化”等信

息可得，一战在客观上助推了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并使其得以增强，故选 D

项；题干所述是西方列强的一战及其结果影响了民族意识，而不是说民族意识影

响了西方列强的决策，排除 A项；题干强调的是一战及其后的巴黎和会对民族意

识和独立观念的强化，而不是说巴黎和会的精神指导了民族解放运动，排除 B

项；题干所述应该是近代国际关系变化在客观上增强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

排除 C项。

22、答案：B 解析：据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主张民族自决和人权自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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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取得的胜利”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二战冲击了帝国主义统治及殖民秩序，表明

二战冲击了旧有的国际秩序，故选 B项；材料强调的是二战对帝国主义、殖民地

统治等国际秩序的影响，而不是强调交战各国战后的社会变化，排除 A项；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主张民族自决和人权自由的一方取得的胜利”认为二战改变

了国际秩序，肯定了这一战争的结局，排除 C项；据材料“这场胜利迅速将那个

依靠霸权来实现资本无限积累，依靠战争和掠夺来稳固资本扩张基础的‘帝国主

义时代’”“连同此前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起过重要作用的殖民政治和殖民统

治都淘汰出局了”可知，该学者深刻揭露了殖民扩张的本质，排除 D项。

23、答案：A 解析：据材料“经过几轮讨价还价，在美国满足苏联占领北方四

岛要求的情况下，斯大林最终同意美国占领日本本土”，可知战后美国独占日本

是美苏双方反复博弈、较量的产物，这说明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会影响战后秩序，

故选 A项；“斯大林最终同意美国占领日本本土”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是

得到了苏联充分认可的，在当时有利于缓和美苏关系，排除 B项；在战后初期，

美苏依然维持着正常的盟友关系，排除 C项；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期间，并未对日

本的极右势力进行彻底清除，天皇制度也依然保留，排除 D项。

24、答案：D 解析：据漫画内容可知，美苏两国共同为核武器加把锁，说明两

国认识到核战争的威胁，因此均反对核战争，反映出两国处理核威胁逐渐走向理

性，故选 D项；漫画中能看出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态度，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的

态度，因此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说法错误，排除 A项；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是美苏

争霸的第一阶段，双方互有攻守，有缓和、有争夺，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处于攻势，排除 B项；大国博弈的关系实质仍然是大国之

间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争夺，因此并未发生改变，排除 C项。

25、答案：D 解析：据材料“这个计划的有些内容在时间上是交叉、重叠的，

原因是计划制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于是就需要对计划进行修订”可知，计划

制定后根据实际需要会进行修订，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灵活性，故选 D项；该

计划的制定是为了实现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排除 A项；日本经济起飞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B项；指定经济计划是政府干预经济的

一种方式，因此 C项说法错误，排除 C项。

26、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美苏争霸期间，苏联国

内生产总值一直落后于美国。为了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与美国争霸，勃列日涅

夫改革时注重发展苏联的重工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通过比较表格，

1975 年苏联军费开支明显高于美国，但军备竞赛又导致经济负担不断增长，同

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生活必需品缺乏，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故选 D项；

“冷战推动了军事科技进步”指冷战环境下，通过各种军事科技的更新换代的竞

争，实现军用武器的现代化、智能化，客观上推动了军事科技的进步，据材料表

格的类比内容，仅从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开支两项无法比较，排除 A项；根据表

格信息，两国在 1975 年的军费开支一项对比中，美国的军费开支稍弱于苏联，

但国内生产总值高于苏联，表明美苏经济发展与军事力量并非同步增长，选项本

身说法错误，排除 B项；结合所学，滞胀指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或负增长

情况下，出现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现象，据表格信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

上升，并非是滞胀的表现，排除 C项。

27、答案：B 解析：据纲要下册第 21 课所学可知，二战后，亚洲的民族解放

运动掀起新高潮，印度人民积极争取独立，士兵和工农斗争风起云涌，与题旨相

合，故选 B项；“已崩溃”不合时空，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崩溃于 1991 年，排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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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动放弃”不合史实，在印度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下，英国被迫同意印度

独立，排除 C项；“仍然强大”不合史实，应为“已经衰落”，排除 D项。

28、答案：C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当今世界格局表现为“一超多强”，美国仍

然是超级大国，因而“美国将发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但同时世界多

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出现多种政治力量中心，因而“它拥有的力量要比数十年来

所曾拥有的小”，故选 C项；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么国际政治经济旧

秩序仍然存在，排除 A项；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排除 B项；多极化的世

界格局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种发展趋势，并未定型，排除 D项。

29、答案：D 解析：据材料可知，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收益，但产业转移也造成社会失业等问题，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

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故选 D项；材料强调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两面性，

既带来收益，又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排除 A项；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不一定带来较高经济收益，排除 B项；从材料可知全球化一直在发

展，排除 C项。

30、答案：A 解析：题干中的描述体现了我国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积极谋求

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故选 A项；中国对外投资还面临着风险和挑

战，排除 B项；题干说的是经济方面，排除 C项； D 说法错误，国家之间仍存

在着竞争，排除 D项。

二、材料解析题

31、（14 分）答案：（1）史实论述：②④。（共 4分，写对一个给 2分，多写只可

得 2分）

影响：①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帝国（或：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建立了马其
顿帝国）；②给被征服地区带来灾难；③推动了亚欧大陆物质与文化交流（或：
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只答“文化交流”也可得分）。（任答两点得 4分）

（2）变化：①以间接交流为主变为以直接交流为主；②由陆路为主变为以海路

为主；③交流的范围扩大；④交流的领域拓宽（答“交流更为频繁”也可得
分）。（任答三点得 6分）

解析：（1）第一小问序号，结合所学知识可知①③⑤属于历史评价，②④属于史
实论述。第二小问影响，据材料一“他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军中东地区，占领
埃及全境，征服波斯帝国，大军开到印度河流域，帝国跨越亚欧大陆”可知建立
横跨欧亚非的帝国；据材料一“反抗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城邦被夷为平地，波斯
古都波斯波利斯被劫掠一空”可知给被征服地区带来灾难；据材料一“亚历山大
加速了希腊文化向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传播，有利于亚欧大陆上的文化交流”可知
推动亚欧大陆物质与文化交流。

（2）据材料一“尽管早在公元前，中西文化交流就已开始，但这种交流
主要是通过中介民族进行的……中西方直达航路的开辟使得中西文化进行大规
模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并结合所学知识可得以间接交流为主变为以直接交流为
主；据材料一“几个陆上大国促成了交流路线的畅通……促使人们将更多的眼光
投向海洋”可得由陆路为主变为以海路为主；据材料一“西班牙通过麦哲伦环球
航行，开辟了……葡萄牙人窃据中国澳门后，开辟了一条从西欧直达中国的航线”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得交流的范围扩大；据材料一“中西方直达航路的开辟，使得
中西文化进行更大规模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可得交流的领域拓宽。
32、（16 分）答案：（1）特征：①充满暴力（或：充满血腥）；②矛盾复杂；③范

围广；④殖民方式不断更新（或：殖民手段多样）；⑤西方强国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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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或：地位不平等）。（任答三点得 6分）

（2）原因：①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宗主国的力量；②亚非拉人民民族民主意识

不断增强；③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地

区经济的发展；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任答三点得6分）

影响：①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权获得独立；②增强了世界和平与民主

的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

进程。（任答两点得4分）

解析：（1）据材料一“列强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可
知不平等；据材料一“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可知充满暴力（血腥）；据材料
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殖民瓜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阳光下的地盘’”可知强
国之间仍然存在争夺，因而世界殖民体系存在着强国与弱国、强国与强国之间的
复杂矛盾，可知矛盾复杂；据材料一“随着德国、日本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
家加入殖民瓜分的行列”可知范围广；据材料二“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隐蔽的方
式进行间接支配”可知殖民方式不断更新；据材料一“列强对美洲、非洲和亚洲
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可知西方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

（2）第一小问原因，据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因此

逐渐瓦解”可知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宗主国的力量；据材料二“民族国家体系的

范围扩大到全球”可知亚非拉人民民族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根据所学可知二战后

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根据所学可知，民族独立的前提是经济发展，二战后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据材料二“民族国家体系成为包括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三类国家体系”可知社会主义

国家是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可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第二

小问影响，据材料二“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现代

民族国家”可知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权获得独立；根据所学可知，原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是向往和平民主的新秩序的，因而这些国家的独立即世界殖民体系

的瓦解能够增强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根据所学可

知殖民体系瓦解后新产生的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推动了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进程。

33、（10分）答案：

示例一：20世纪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论题2分）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

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纪元；列宁主义、苏

联模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的探

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以美、苏为首的同盟国家协同作战，尤其苏联取得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二战的转折点，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突出贡献；

二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

改革开放，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阐述过程要求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论述三点及以上得7分，如阐述不当则酌情扣分）

综上所述，20世纪社会主义在由理想到现实、由一国到多国的过程中，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结论1分）

示例二：20世纪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决定了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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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分）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第二点启示正符合这一观点。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带领下打败了国内外敌对

势力的武装干涉，巩固了新生政权，才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苏

联模式使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为二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使苏联

国际地位空前强大。二战胜利前后，正是在苏联强大实力的帮助下，东欧国家建

立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才能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

营相抗衡。20世纪50—80年代，苏联先后进行改革，但是没有突破自身计划经济

体制的缺陷，尤其80年代后期的改革发生了根本方向性的错误，最终导致苏联解

体，两极格局结束。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

大，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供中国方

案。（阐述过程要求逻辑清晰、史论结合，任意答出三点及以上得7分，如阐述不

当则酌情扣分）

综上所述，20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根本上是由社会主

义自身发展决定的。（结论1分）

解析：首先，认真阅读材料信息，读懂材料中的观点，例根据“没有任何一

种社会制度比社会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巨大的了”可把命题定

为：20世纪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其次，依据主题从材料和所学相关知识搜寻相关史实，论证主题，例如十月

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

实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纪元；列宁主义、苏联模式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的探索；第二次

世界大战争中，以美、苏为首的同盟国家协同作战，尤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

战役的胜利，成为二战的转折点，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突出贡献；二战结束

前后，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推动

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开放，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论证表述成文并总结升华主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在由理想到现实、

由一国到多国的过程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