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堰市2023年高三年级四月调研考试

历 史

本试卷共6页，20题，均为必考题。全卷满分100分。考试用时75分钟。

★ 祝考试顺利★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并将考号条形码

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答在试题卷、草稿纸上无效。

3.非选择题用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答案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

在试题卷、草稿纸上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只交答题卡。

一、选择题本题共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在每小题所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

1.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他认为君王应

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特别是为政要使百姓有恒产。孟子在此强调的是

A.君子要提升道德修养 B.善政是为政者的责任

C.君子须重视百姓力量 D.发展生产是治国之本

2.西汉初，刘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县乡三老并不是县廷属

吏，没有禄秩，只是享受免服徭役的优待，与县令、丞、尉共同教化百姓。汉初三老的设置旨在

A.扩大统治基础 B.实现地方自治

C.推动儒学普及 D.加强基层治理

3.北宋时，棉花在两广以及福建南部普遍种植起来，之后向北推广到江西、两浙等南方各省份。

南宋时，在淮南、江南东路、两浙路，小麦成为冬季的重要种植作物，稻麦轮种的耕作制度逐渐

确立。这说明两宋时期

A.南北农业经济交流加强 B.南稻北麦格局开始被打破



C.经济重心逐渐完成南移 D.棉花是南方主要经济作物

4.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设立六科给事中一职，六部的官员是六科给事中的主要监督对

象。按照朱元璋的要求，任给事中之职者，必须是“忠谏之士”,并要求其对孔孟之道及程朱理

学有较深的造诣，“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不爱富贵而惜名节”。朱元璋此举的主要目的是

A. 完善官员选任制度 B.肃清官场腐败风气

C.巩固儒学正统地位 D.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5.汉阳铁厂拟建之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

500万两左右。在不明铁矿性质的情况下，张之洞购人属酸法炼钢的英国贝色麻炉，所炼钢

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汉阳铁厂后于1896年走上官督商办的道路。

这说明

A.汉阳铁厂初期面临资金问题 B. 西方列强阻碍汉阳铁厂的发展

C.汉阳铁厂的创办具有探索性 D. 汉阳铁厂创新了企业融资手段

6. 《良友》(如图1所示)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据统计，在《良友》172期刊物里，登上

封面的女性就有161位，其身份有演员、名媛、运动员、艺术家以及新时代群体——女学生。

由此可见，当时

A. 报刊是主要文化媒介

B.女性思想获得一定解放

C.社会文化趋于多元化

D.中西合璧观念深入人心 图 1

7.中共二大发布的宣言指出，中国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

成功。党为保障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联合战线里设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

和国。由此可知，当时中国共产党

A. 探索出了中国农村革命的新道路 B.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C.客观分析了民主革命的实际问题 D. 开始独立领导国民大革命

8.“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在全国地域分布上以分散为主，在具体项目上又集

中建设，在东北布置了56项(大多为改扩建项目),其他重点项目(主要是新建项目)布置在京

广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地区。这种布局意在

A. 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 B.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C.更好地接受苏联援助 D. 方便集结抗美援朝物资

9.表1所示是第一至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

表 1

次序 时间 主要内容

第一个 1982年 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第二个 1983年 放活农村工商业

第三个 1984年 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第四个 1985年 取消统购统销

第五个 1986年 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A.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

C.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农村

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D. 改革开放政策出现多次反复



10.15世纪，意大利学者法尔莱特说：“人们不应该为国家的巨额开支而颇有责词，要知道没有

一个国家会由于这些方面的耗费而赤贫，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死去……最终无论花费多少

财力，它仍会为国家和城市带来荣耀。”这一思想

A.旨在反抗罗马教皇经济压榨 B.促成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

C.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诉求 D.符合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需求

11.1701年，英国颁布的《王位继承法》规定：“本国王位与尊号归属于非英格兰王国的人的时

候，如果未经国会同意，本国国民不负防御不属于英国的领土而从事战争的义务。”这一规定

A.导致英国国王失去行政权 B.突显了议会主权的特点

C. 使英国免于卷人国际冲突 D.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

12.1866年春，伦敦和爱丁堡的制衣工人举行大罢工，资本家从德国、丹麦招募工人破坏罢工。

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呼吁德国工人拒绝前往，并劝说已到英国的外国工人回国，最终

罢工取得胜利。这反映了

A.资产阶级试图缓和阶级矛盾

B.马克思主义助推欧洲民族民主运动

C. 工人运动需要加强国际联合

D. 经济斗争是欧洲工人的主要斗争方式

13.一战结束后，对于裁减和限制德国军备问题，法国要求彻底摧毁德国军备，英国则仅要求摧

毁德国海军，美国却几乎不想削减德国的军事实力。英、法、美三国的这一分歧

A. 体现了其对战后秩序的不同诉求

B.源于它们对世界霸权争夺的需要

C.导致它们因分赃不均而矛盾加剧

D.反映了西方大国均势外交的理念

14.1927～1928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同类型的技术转让协定。苏联“一五”时期的第聂

伯河水电站、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顿巴斯煤矿等工程，都不同程度

地运用了从西方引进的新技术。这说明

A. 西方对苏联的外交孤立被打破 B.经济危机成为苏联发展的机遇

C.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显著优越性 D. 技术交流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

15.近日，美国OpenAI 公司研发的深度人工智能App ChatGPT引发热议，有人称其为生产力

工具，也有人因其能够代写论文而对此感到恐慌。根据美国美林银行预测，2025年以前，人

工智能的“每年产生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可能会达到14万～33万亿美元。由此可见



A.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创造力

B.科技革命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带来新挑战

C.人工智能创造生产力的同时又破坏生产力



D.人类尚未做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准备

16.据统计，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0多个

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对全球

安全倡议表示赞赏支持。这反映出

A.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呈现加快趋势 B.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C.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完善 D.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国际共鸣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4小题，共52分。

17.[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5分)

材料一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

享受到了从劳动保险、公费医疗到社会福利等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事务主要是

由集体(单位)包办的，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和集体共同分担，居民个人则无需缴纳任何费

用。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集体组织内部的互助共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本组织成员的

住房、教育、医疗及“五保户”的救助等。国家—集体(单位)是当时社会保障的体制特征。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我国现在的社会

保障制度呈现的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集体分担的多元化多层次国家—社会—集体(单

位)的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打破了单位之间的壁垒，动摇了原有社会保障建

立的组织基础。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主导基本保障制度以满足人们基础生活的需

要，多种社会主体为人们提供相关的保障制度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集体(单位)

通过带薪休假、医疗体检、考核奖励等各种福利措施及企业年金制度等制度安排，来满足集

体成员的特定需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寒、孙堂厚《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7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体制的转变并分析其意义。

(8分)

18.[近代西方法律](12分)

材料一

中世纪以来的法国法律受到了罗马法的深刻影响，自然法的理念十分流行。启蒙运动

时期， 一些思想家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对自然法理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立法

原则。大革命开始后，在这些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法国先后制订了一些民事法律。但由于时



局动荡，统一的法典始终无法编订。拿破仑掌权后，亲自主持民法的立法工作，多次出席相

关会议并裁决争议。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此后，《法国民法典》虽经多次修订，



但其原则、框架和风格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被德国、丹麦等国家所吸收。

—摘编自叶秋华、洪荞《论(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演进：纪念(法国民法典)编纂二百周年》

材料二

第8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

第488条：“满21岁为成年，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

· ………

第544.条：“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第545条“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

……………

第1101条：“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 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者数人负担给付、

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

……………

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1804年《法国民法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条件。(4分)

(2)根据材料二，归纳《法国民法典》体现的原则，并综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法国民法典》

的历史作用。(8分)

19. [近代中国城市化](13分)

材料一

表2近代中国部分城市分类情况

城市类型 代表性城市

综合性多功能中心城市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均为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港口，且有租界)

新型工矿业城市
唐山、焦作、萍乡、抚顺(日本有采矿权)、鞍山(日本有采矿权)、本溪(日

本有采矿权)

新型交通枢纽城市 郑州、徐州、石家庄

双重功能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 北京、南京、西安

材料二



1840年，中国城市化率约为6.7%,到1936年增至11.2%。其中上海、天津、广州等沿

海、沿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西安、兰州等西部城市出现人口减少现象。由于各种天灾人祸，

农村不断衰败，人口遂流往城市。但城市经济中商业和服务业占比较大，工业比重很小，能

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城市化往往表现为人口的机械性增加。城市无业、失业现象普遍，住

房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大量城市居民属于“侯鸟性农民工”,仅在农闲时期在城市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谋生。战争灾荒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结束时人口又大量流出。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特点。(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因素，并指出近代中国城市

化的影响。(7分)

20.[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12分)

材料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中国古代是极其重要的事项，祭祀典礼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中国传统的祭祀有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等。表3所示为有关中国祭祀活动的图

片及介绍。

表 3

图片 介 绍

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中国古代有“冬至日，祭天于地上

之園丘”的制度，被后来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所奉行，祭天成为统治者的专有权力

孔庙又称文庙，是纪念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传统的中国城

市都有文庙，其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

文 庙

黄帝被称为中华人文初祖，清明节祭祀黄帝包含着华夏儿女报本返始、慎终追远

和民族认同的深刻意涵

宗祠是供奉与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产生于周代，在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倡导

下逐渐普及化。明清社会宗族及宗祠在凝集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提取表中一幅或多幅图片信息，自拟论题，并展开论述。

(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4小题，共5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