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市 2023 年上期期末考试高二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5:CBBAC 6-10:CBDCA 11-15:DADBA 16：D
1、【答案】C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尚书》中有关天命的观点，已经具有了民本思想的雏形，这是

具有一定理性思维的政治思想，故选 C。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排除 A；天命观是对统治

者而非民众的德行要求，排除 B；《尚书》所记载的时代，虽然产生了德治思想，但神权观

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德治远远称不上时代最强音，排除 D。
2、【答案】B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官方的《白虎通义》将社会关系由三种延申为九种，表明国家在

社会关系上的控制进一步细化，故选 B。材料无法反映儒学向神学发展，排除 A；东汉时期

国家的治国理念基本延续西汉“外儒内法”，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排除 C；佛教虽然传入中

原，但与儒家的结合尚需时日，排除 D。
3、【答案】B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南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构成在侯景之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明

侯景之乱对南朝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破坏，故选 B。隋唐时期仍有门阀士族的残余，排除 A；
侯景之乱前已经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侯景之乱后更是强化了这一局面，排除 C；材料与

统治集团矛盾无关，排除 D。
4、【答案】A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宋真宗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对其统治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产生

了冲击。所以，宋真宗需要借助道教来重塑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故选 A。宋真宗的措

施是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而不是尊重传统道教文化，排除 B；宋真宗崇道与商品经济的发

展没有必然关系，排除 C；宋真宗崇道不能保证道教地位持续上升，排除 D。
5、【答案】C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土官本是世袭，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中央任命，这一形式无非是

宣示中央的最高权威，故选 C。土官不管形式如何，本质上均为世袭，排除 A；改土归流大

规模实施是在清朝，排除 B；明清民族国家的奠基是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地方管控，材

料中的措施仅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实质上加强管控，排除 D。
6、【答案】C
【解析】从材料中可知明清笑话文学数量、题材等变化可知，一定时期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

的反应。C 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儒家思想受冲击，排除 A 项；题干材料侧重文化与经济发

展的关联，而非政治管控的影响，排除 B 项；文学的娱乐功能并非明清才出现，排除 D 项。

7、【答案】B
【解析】从材料中长沙九芝堂中药店在近代变化过程，可知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受制于多种因

素影响的艰辛历程。B 项正确。材料未体现官僚资本的膨胀对民族企业的冲击，排除 A 项；

题干材料所显现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性，而非依赖性，排除 C 项；材料主旨并非强

调资产阶级，排除 D项。

8、【答案】D
【解析】从题干材料中得知湖南自治运动从兴起到消亡过程的短暂性和艰难性，表明此阶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不适中国国情，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D项正确。题干主旨与

马克思主义传播相悖，排除 A 项。材料中时间与出现军阀割据时间不符，排除 B 项；1912
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排除 C 项；

9、【答案】C
【解析】题干图片反应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背景下，农民地位变化。C 项正确。材料主旨并非



强调过渡时期私有向公有转变的本质特征，排除 A 项；材料题干未体现经济结构调整，排

除 B 项；材料图片侧重反应建国初期历史变化史实，而非审美价值。

10、【答案】A
【解析】材料中从建国后至今机车名称变化与各阶段时代主题密切相关，A 项正确。科技并

非社会进步唯一的推动力，排除 B 项；材料侧重点并非交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排除 C 项；

材料信息为体现传统运输弊端，排除 D项。

11、【答案】D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各个文明区之间相互隔绝，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流，各自独立发展

出独具特色的文明，故选 D。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排除

A；军事征服是文明辐射的重要方式，但谈不上依赖，排除 B；文明的封闭性与落后性之间

不存在必然联系，排除 C。
12、【答案】A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伊斯兰西班牙是阿拉伯扩张的结果，促进了文化的交融，故选 A。
伊斯兰教对近代自然科学有重要影响，但催生近代自然科学的是文艺复兴，排除 B；材料信

息并不能说明西班牙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排除 C；中世纪的欧洲局部的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

整体的落后性，排除 D。
13、【答案】D
【解析】英国单边免除其它国家关税，说明其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工业维度的经济远

胜农业维度的经济，故选 D。材料信息与农业经济是否具有优势无关，排除 A；英国免除其

它国家的关税，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排除 B；1849 年左右，英国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排除 C。
14、【答案】B
【解析】据材料信息，苏联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极大，难以融为一体，最终苏联解

体，故选 B。观点不可能影响国家的最终走向，排除 A；文化对政治经济存在影响，但并没

有决定性作用，排除 C；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并非苏联产生，排除 D。
15、【答案】A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1944 年德国燃料缺乏，显示法西斯德国即将崩溃，故选 A。二

战期间，各参战国经济均受战争影响，但均没有经济危机，排除 B；使用木炭作为汽车燃料，

并非高技术产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排除 C；使用木炭作为燃料比使用石油做燃料对环境

的破坏更大，排除 D。
16、【答案】D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IMF 改革方案拖延 5 年之久才得以审批通过，显示出旧有国际治

理体系的维护力量强大，故选 D。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排除 A；材料与中国主

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无关，排除 B；材料与中美经济脱钩无关，排除 C。
17.
（1） 特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活动地域逐渐扩展；

从事传统的商业经营和长途贩运；经营领域广泛；（8分，每点 2 分，任答 4点）

（2）背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严重；商帮力量分散，不能抵御

洋商；为了救亡图存；（4分，任答 2 点，每点 2分）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侵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推动

近代政治民主化；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爱国力量（或体现商人的爱国情怀）；（共 6分。任答

一点 2分，任答 3 点 6 分）

18.

评分标准：示例仅供参考，其他角度的答案只要符合题意均可按说明计分；点 1分，名



称 1 分，线条 1 分，箭头 1 分；论题 2分，阐述 8分，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

角度阐述，任意 2 个角度即可，每个角度 4 分；总结 2分。答案必须段落分明，未分段的在

相应层次分值中扣除 1 分。

参考答案：

标注：以欧洲为原点，标注“欧洲”，从欧洲分别画出三条线，三个箭头分别指向非洲、

美洲、亚洲，勾画一个发散图形。（4 分）

主题：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2 分）

阐释：新航路的开辟拉开了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西班牙、葡萄牙很快走上殖民扩

张掠夺的道路。16 世纪葡萄牙在亚洲、非洲主要建立殖民据点和商站，西班牙的殖民侵略

以美洲为主，还包括亚洲的菲律宾。17 世纪荷、英、法等国成为殖民侵略的主角，加快了

亚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19 世纪后期列强加快了对非洲的侵略，

柏林会议“地图上作业”，确立了“有效占领”原则，瓜分非洲的速度加快。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

终形成。早期殖民扩张中断了美洲、非洲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多元

文明格局，给亚非拉人民带去了巨大的灾难：印第安人被屠杀，非洲人在三角贸易中沦为奴

隶，亚洲古老帝国的财富遭掠夺。殖民统治激起了亚非拉人民的反抗斗争，随着亚非拉民族

经济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发展，亚非拉人民最终摆脱了殖民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8分）

综上所述，殖民扩张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形成了世界上少数人奴役和控制

多数人的不合理的局面，是造成亚非拉贫穷落后的历史根源之一。（2 分）

（如下任意主题皆可：古代帝国扩张、古代文明的交流、三角贸易、思想解放运动、资产阶

级革命、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

多极化趋势、两极格局、冷战等）

19（1）

材料信息 史料价值

材料

来源

材料选自国家文物局考古调查的明代南海

沉船遗址

沉船位于南海，遗址有瓷器、木材等文

物，属于实物史料，是研究明朝的一手

史料。

材料

内容

一号沉船以瓷器为主，数量超过十万件，

反映了明朝制瓷技术与瓷器种类的情况

可用于研究明朝的制瓷业；

二号沉船以木材为主，是从海外装载货物

使，反映了明代与海外进行原木贸易的情

况

可用于研究明朝的原木需求及海外木材

贸易；

一号二号沉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反映了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规模、商品种

类等情况

可用于研究明朝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

易、海洋利用；

南海两处明代沉船，保存相对完好，

反映了明代造船技术水平等情况

可用于研究明代造船业；

总结 南海沉船遗址从制瓷业、原木需求、造船技术、对外贸易、海洋利用等方面反映了

明朝社会的情况，是明朝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任答 3 点得 9 分，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2）参考答案：（标题 1 分，阐述 6 分，结论 2 分）

秦汉魏晋南北朝·精神文明·经世与玄思

阐释：

秦朝推崇法家思想，焚书坑儒。汉初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思想，采取休养生息

政策，经济逐渐恢复，国力日益强盛，同时也潜伏着诸多危机，积极有为的思想成为时代需

求。董仲舒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糅合到儒学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主张，迎合了汉武帝扭转内外松弛局势、

巩固大一统的需要。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推崇儒学，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儒家经学从此成为汉朝的官方学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残杀频繁，社会动荡，佛

教、道教盛行，儒学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逃避现实政治斗争、崇尚老庄的玄学。玄学家

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主张政治上“无为”，生活作风上任其自然，形成寄情山水、纵

酒清谈的社会风气。

综上所述，随着政权更替、社会变化，秦汉魏晋南北朝治国思想与社会思潮也在发生相

应的变化，但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未曾改变，“经世与玄思”是这一时期精神文

明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