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第二中学 2023 年上学期高一年级期末考试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C

【详解】根据材料，图中不同时期雕琢的龙凤玉石的造型具有相似的特征，即首尾呼应，盘成圆形。因此，

先秦时期，我国的玉石文化具有承袭的特征，C项正确；龙和凤是两种不同的祥瑞物，各有造型，另外玉

石的造型不能完全等于龙和凤的形象，排除 A项；战国玉龙表面上的加工工艺虽然不如前者，但不能因个

例就断定玉器加工技术退步了，排除 B项；材料没有提及它们有何功用，脱离文字说明而只从图片观察，

不能得出其注重实用性，排除 D项。故选 C项。

2．B

【详解】根据材料“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可以看出孟子认为要民心归

附才是王道，B项正确；主张小国寡民是老子的主张，排除 A项；创立强调民心归附，不是与“王”字本义

相符，排除 C项；明确以“天理”为核心是理学思想，排除 D项。故选 B项。

3．D

【详解】根据所学内容可知，分封制下诸侯获得封位都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根据“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可知楚王自立为王的做法是对分封制的破坏，说明当时分封制度受到挑战，故选 D；A项说法过于绝对，

礼乐制度依然存在，排除；王位世袭制始终存在，并没有消亡，排除 B；材料没有体现宗法血缘关系，不

能说明宗法关系开始解体，排除 C。故选 D

4．D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汉朝政府注重开发边疆地区，在边疆地区开发水利并移民垦荒，有利于发展生产

和巩固边防，D项正确；王国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为解决边患问题创造了条件，排除 A项；

汉与匈奴时常发生战争，B项说法不符合史实，排除 B项；材料中的做法是发展生产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

而不是增进民族间经济交流，排除 C项。故选 D项。

5．A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推断题、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

可知准确时空是：宋朝（中国古代）。根据所学可知，宋朝时，儒学吸取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

学体系——理学。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科举制不断发展完善，文官制度发展，这些都折射出宋代社会变

革，A项正确；材料涉及的信息与封建经济发展无关，排除 B项；材料涉及宋朝思想、治国理念等方面的

变化，未涉及社会治理完善，排除 C项；材料未涉及世俗文化的发展，排除 D项。故选 A项。

6．B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所述是秘密立储制，这一制度不仅使皇位继承完全由皇帝决定，减轻了朝臣对立储

的影响，而且弱化了皇子对皇位的不轨之心。这种做法强化了皇权，B项正确；清朝皇室只是统治阶级的

一部分，清朝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秘密立储无法避免地主阶级的内斗，排除 A项；秘密立储有利于皇

位平稳传承，但不可能绝对保证皇位传承的稳固，排除 C 项；结合所学草原部落没有秘密立储的传统，排

除 D项。故选 B项。

7．A

【详解】根据图示内容可知，外国军队驻扎了山海关至北京铁路沿线要地， 便利了列强对清政府的军事控

制。1900年，西方列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攻占清朝首都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中

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A项正确；《辛丑条约》没有

割地内容，没有进一步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排除 B 项；单从材料中外国军队驻扎地区分析，无法得出清

廷中央机构开始具有殖民色彩，排除 C项；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抢占势力范围，掀起了瓜

分中国的狂潮，排除 D项。故选 A项。

8．C



【详解】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西方戏剧(舞蹈)最初产生于中国，呼吁中国戏剧、舞蹈“尽以泰西为师”，

其目的在于借西学中源宣传西方文化，C项正确；变法革新在 1898年已经失败，A项错误；融合中西文化

“呼唤制度变革”与呼吁学习西方的戏剧、舞蹈不符，B项错误；推动新陈代谢维护传统文化与“尽以泰西为

师”不符，D项错误。

9．D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设问可知，这是原因类题目，时空是 19世纪 60—90年代的清朝。

根据材料“而 19世纪 9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重点在改革科举制度、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广设新式学堂。”

可知，19世纪 60—90年代，清政府教育改革侧重于为洋务运动服务，而 19世纪 90年代以后，则转向制

度变革，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危机加深，D项正确；“西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不是主要原因，排除 A项；维

新变法运动发生于 1898年，涉及教育改革的信息，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排除 B项；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发

展与清政府教育改革的转变无关，排除 C项。故选 D项。

10．C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可知，在抗战时期，河北深县的广大妇女积极支援共产党和八路军，充分说明抗日

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C项正确；A项说法与史实不符，排除 A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联合各个阶级阶

层抗战，B项与材料主旨不符，排除 B项；D项说法过于绝对，排除 D项。故选 C项。

11．B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古代中国与罗马。根据“赛里斯”“大秦”等称呼，可得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在对方的世界中都因为

各自的特色而闻名，B项正确；双方有认识，但接触并不多，因此认识不够准确，排除 A项；材料中罗马

与中国的相互了解与赫梯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排除 C项；新航路开辟在 15世纪，汉朝在公元前 3世纪，

排除 D项。故选 B项。

12．C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可知，蒙田的教育观注重培养有判断力和优秀品质的人，强调人的素质培养，蕴含

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C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宗教思想，排除 A项；培养孩子的吃苦能力说法过于片

面，材料强调的是适应能力和判断力，排除 B 项；材料只是蒙田的教育主张，无法体现重视社会实用人才

的培养，排除 D项。故选 C项。

13．B

【详解】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天赋人权指的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

并不限由法律或信仰来赋予的。但规定“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其中的“自由

人总数”实际上对人的权力划了等级，有了歧视，如此规定违背了天赋人权原则。人民主权强调的是国家的

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国家权力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不符合题意，排除掉 A。美国 1787

年宪法规定各州应该怎么做，强调的是中央集权，C选项排除掉。各州平等原则没有在《独立宣言》中说

明和提倡，排除掉 D。

14．A

【详解】根据题干漫画中德国将法国和俄国士兵掐住，脚下踩着英国水兵可知德国渴望战胜法国、俄国和

英国，独霸欧洲，A项正确；题干中并不能体现法国、俄国和英国的整体实力，且根据所学知识，俄国的

实力最为弱小，排除 B项；题干中不能体现英德矛盾是主要矛盾，排除 C项；根据所学知识，一战期间德

国并没有拆散俄法同盟，排除 D项。故选 A项。

15．B

【详解】根据“过去对穷人的援助计划已经失败”，结合所学可知，20世纪 70年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弊端日

益显现，造成人们工作积极性降低，材料“这个计划鼓励工作和训练的强烈动机；公平地对有工作的贫困家

庭提供援助”反映了美国对福利政策的调整，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故选 B；A项不符合“公平

地对有工作的贫困家庭提供援助”，排除；材料无法体现全社会抵制福利政策，排除 C；D项表述太绝对，

错误。



【点睛】

16．B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现代世界。根据《控制核武器实验协定》、《拉美无核区协定》等信息可知，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

决后，美苏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控制核武器实验的协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核威胁和推动世界和平，有

助于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B项正确；美苏争霸范围之前就包括核方面，排除 A项；材料主要论述美苏两

国签署控制核武器实验的协定，与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无关，排除 C 项；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后，美

苏冷战尚未结束，军备竞赛也未结束，排除 D项。故选 B项。

17．（1）洋务运动。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强兵富国，以维护清朝的统治。（4分）

（2）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4分）

（3）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催生了民

族工业。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对西学的学习也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没有能够中国制

度的革新和思想的解放。所以，最终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归于失败（任答 3点得 6分）

【详解】（1）材料“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李鸿章”结合所学，体现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宣扬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从而判断这场运动是洋务运动。针对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

强兵富国，以维护清朝的统治。

（2）结合所学知识可概括：军事工业上，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民用工业，

如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

（3）根据材料“购成之后，访募革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

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结合所学，从正反两方面概括。积极方面，洋务运动引进西

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企业，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诱导作用。消极方面可以从阶级局限性、学习西方的层面和实践效果

等方面说明，如：受阶级局限性，洋务运动本意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非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学习西方大致只停留在“器物”层面，是肤浅的。就实践来看，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

18．(1)《辛丑条约》、蔡元培。（4分）

(2)“公理战胜坊”：一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是协约国战胜国，所以牌坊要彰显“公理战胜强权”。“保卫和

平坊”: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保卫国家安全，组织抗美援朝战争， 所以牌坊 要彰显

和平意愿。（4分）

(3)“克林德牌坊”的变迁与时代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言之有理即可。（4分）

【详解】（1）结合所学内容可知，1901年，清廷和列强签订的是《辛丑条约》；在天安门前发表《光明与

黑暗的消长》演讲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

（2）根据“由于协约国战后的宣传口号是‘公理战胜，强权失败’，重建的石牌坊两面的碑文改刻中英文‘公

理战胜’，牌坊也改名‘公理战胜坊’”可知，之所以改名“公理战胜坊”是因为一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是协

约国战胜国，所以牌坊要彰显“公理战胜强权”。根据“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功绩，大会决定将‘公理战胜’坊改为‘保卫和平坊’”可知之所以改名“保卫和平坊”是因为 新中

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保卫国家安全，组织抗美援朝战争， 所以牌坊 要彰显和平意愿。

（3）本题为开放性试题，没有固定答案。综合材料内容并结合所学进行作答，言之有理即可。如“克林德

牌坊”的变迁与时代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19．（12分）论题：论革命浪潮中湖南人的奋斗。

论述：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以

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湖南籍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年留学海外，立志挽救民族危机，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和思



想，归国后积极参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事业。黄兴领导了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蔡锷在袁世凯

称帝后宣布“反袁”，领导了护国战争，最终逼迫袁世凯放弃帝制，维护了共和。他们为中国开辟了推翻帝

制、迈向共和的现代之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湖南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接受并坚定马克思主

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

刘少奇深入白区组织工人运动。湘籍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共同

走出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湖南人在时代大势面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结合，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详解】本题是论述题之历史事物阐述题，时空是近现代中国湖南人的奋斗事迹。这一题属于开放性试题，

由于没有较多基础知识做依托，需要考生根据题目所创设的情境和提供的图文信息进行现场学习和思维构

建，考查考生再学习的能力。

首先，根据题目设问“请以‘湖南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为话题，运用中国近现代的史实，论述湖南人的奋斗事

迹。”得出论题：论革命浪潮中湖南人的奋斗。

其次，根据材料“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的湖南人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挽救民族危亡，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留下了奋斗的身影。”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从黄兴、

蔡锷为代表的湖南籍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年留学海外，立志挽救民族危机，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归

国后积极参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事业。黄兴领导了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蔡锷在袁世凯称帝后

宣布“反袁”，领导了护国战争，最终逼迫袁世凯放弃帝制，维护了共和。他们为中国开辟了推翻帝制、迈

向共和的现代之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湖南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接受并坚定马克思主义，根

据中国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刘少

奇深入白区组织工人运动。湘籍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共同走出

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中国道路等方面分析说明。

最后，明确结论，总结升华，湖南人在时代大势面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结合，贡献了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20．(1)（一）（1）C（4）D（二）（2）E（3）B（三）（2）A（5分）

(2)意图：领导全世界。努力：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华盛顿会议）。（4分）

(3)①实现了。（1分）《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

的工业国：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二战后初期，美国在联合国中有更

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冷战控制欧洲。（4分）

②没有实现。（1分）当时是两极格局，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在美国掌控范围；战后民族独

立运动浪潮，冲击着殖民体系。（4分）

【详解】（1）（一）（1）根据所学知识和前后时间关联可知，美苏合作共同反抗法西斯，因此 C正确；（4）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美国成为头号军事强国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因此 D 正确；（二）

（2）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后，马歇尔计划实施，提出欧洲复兴计划， E正确（3）美苏

对峙时期，“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建立，形成军事上的对抗， B正确。（三）（2）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解

体， A正确。

（2）意图：根据材料“世界上其他国家期望我们给予领导与指引”可知，美国希望领导全世界。努力：根据

所学知识可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华盛顿会议）。（3）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

如以实现为例。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国是资本主

义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二战后初期，美国在

联合国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冷战控制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