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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基地学校 2023 届高三第五次大联考历史试题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商朝前期的许多军事征战，往往要征集本王国内和诸多方国部族的族众参与。自商王康丁以后，常备军

的数量大增，临时征集族众以应付战事的记载日趋减少。以上变化反映出当时（ ）

A. 方国离心倾向加强 B. 商朝政治势力逐渐扩展

C. 国家机器走向完备 D. 原始民主传统受到破坏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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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是：商朝（中国）。据本题材料信息概括得出主要结论：商朝自商王康丁以后国家很少临时征集族众以应

付战事，据此可知，国家逐渐建立了常备军，说明国家机器走向完备，C项正确；本题的主要结论是商朝

自商王康丁以后，逐渐建立常备军，国家机器走向完备，没有涉及方国脱离商王朝中央的信息，排除 A项；

材料中“王国内和诸多方国部族的族众”也是商朝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材料不能说明商朝的政治势力的扩展，

且与本题主要结论不一致，排除 B项；“原始民主传统受到破坏”与本题结论“国家机器走向完备”不一致，

排除 D项。故选 C项。

2. 西汉前期，乡间有许多小规模经营的铁匠铺。每当农忙季节，铁匠们带着各种高质量的铁农具来到田间

地头。农民用钱或者谷物换购急需的农具，铁匠们则获得了收益。上述现象有利于（ ）

A. 均输平准改策的推行 B. 手工业突破官府限制

C. 西汉经济的恢复发展 D.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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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在农忙季节，铁匠们带着铁农具到田间地头，农

民可以用谷物或者钱换购所需要的农具，这反映了农产品生产自给的成分减少，进入市场的成分增加，D

项正确；均输平准属于政府干预市场、稳定物价，与材料中农民用粮食或钱换购农具无关，排除 A项；据

所学知识可知，此时手工业受到官府的限制，排除 B项；材料中农民在田间地头完成的交易与提高粮食产

量、推动经济恢复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C项。故选 D项。

3. 永徽年间，太常乐工宋四通等人为宫人通传信物。高宗特令将他们处死，并命令将这一处分附入刑律之

中。谏议大夫萧钧上疏说，此案发生在敕令未附入刑律前，按当时刑律不应被处死。随后高宗免除了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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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人的死罪，改为流刑。据此可知，唐朝司法实践（ ）

A. 强调礼法并用 B. 重视人文关怀

C. 重视依法判决 D. 有效制约皇权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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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是：唐朝（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宋高宗因“太常乐工宋四通等人为宫人通传信物”，

命令将他们处死，并将这种情况列入刑律，但当时的谏议官员认为，这个案子发生在皇帝的诏令被写入刑

律之前，这些人犯罪的时候，刑律还没有处死的规定，所以不应该被处死，最后高宗免除了这些人的死罪，

体现了唐朝的司法实践注重按照刑律进行判决，C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礼的应用，排除 A项；材料中并

非因为人文关怀，所以免除死罪，而是因为刑律规定，排除 B项；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封建社会，任何制

度都不能从根本上约束皇权，排除 D项。故选 C项。

4. 宋代画院如同学校，开设《说文》《尔雅》《释名》等文字音训课程，以加强画家的文化修养。画院的考

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等，倡导绘画应表达

深邃的意境。由此可见，宋代的画院（ ）

A. 有利于文人画的发展 B. 关注市井风俗画的创作

C. 重视绘画理论的研究 D. 推动了绘画技法的规范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宋代（中国）。据材料信息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宋代画院注重加强学生文化修养，倡导绘画应表达

深邃的意境。结合所学可知，讲究绘画意境、注重文学素养与文人画的要求相吻合，有利于文人画的发展，

A项正确；据材料“加强画家的文化修养”“倡导绘画应表达深邃的意境”可知，宋代画院关注文人画创作，并

非风俗画，排除 B项；材料反映宋代画院注重画家文化修养，未提及重视绘画理论的研究，排除 C项；材

料中宋代画院加强画家文化修养、倡导绘画深邃意境，与“绘画技法的规范”不一致，排除 D项。故选 A项。

5. 下图采自明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图旁的文字信息为：“脚痛腰酸晓夜忙，田头车戽响浪浪。高田

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做荒。”上述图文信息反映出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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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农经济耕织结合的特征 B. 农民努力克服地形制约

C. 高产作物得到了推广种植 D. 江南地区耕作技术发达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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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明朝《便民图纂·耕织图》中所绘的工具为翻车，

是一种灌溉工具，能够完成由低地到高地的灌溉，反映出农民通过发明工具，努力克服地形制约，B项正

确；材料反映的是灌溉工具，没有体现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排除 A项；材料中的作物并非玉米和番

薯，且材料不能体现其他地区是否有高产作物的种植，排除 C项；材料没有体现使用翻车的地区，不能体

现“江南地区”耕作技术情况，排除 D项。故选 B项。

6. 道光、咸丰之际，一批优秀的文人士大夫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现实

世界，掀起了一股火热的经世致用思潮。史学领域也由一味考辨古史转向探求实用之学。道咸之际学术风

气的转变表明（ ）

A. 儒家思想遭到知识界的批判 B.“天朝上国”观念受到质疑

C. 清政府着手探索近代化道路 D. 中华民族开始正视现实挑战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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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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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晚清时期一大批士大夫把目光转向现实世界，

史学领域也探求实用之学，这种转变表明，在民族危机之下，中华民族开始正视现实挑战，意图挽救民族

危机，D项正确；此时儒学并未受到批判，只是研究重点变为实用之学，排除 A项；材料反映的是求实之

学和经世致用思潮，没有体现对“天朝上国”观念的质疑，排除 B项；清政府着手探索近代化道路是在洋务

运动时期，材料反映的是道光、咸丰之际，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C项。故选 D项。

7. 下图为近代中国某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图（局部），图中信息反映当时（ ）

A. 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 B. 边疆安全面临严重危机

C. 清朝统治行将土崩瓦解 D. 北洋军阀派系纷争不断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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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据材料图片中“武昌起义”及宣布独立的省可知，图中反映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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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后，多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情况，清朝统治即将土崩瓦解，C项正确；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是在太

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时期，排除 A项；边疆安全面临严重危机是在晚清时期，排除 B项；北洋军阀派系

纷争不断是在袁世凯趋势后，排除 D项。故选 C项。

8. 从 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动员各战区参加冬季攻势，历时三个多月，国民党军队

直接参战兵力达五十五万余人，主动出击一千零五十次，与敌作战一千三百四十次，歼灭日军两万多人，

俘敌四百余人。这场攻势（ ）

A. 迫使日军放弃速战速决计划 B. 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C. 配合了盟军的亚洲战场作战 D. 未能根本扭转抗战的局面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提示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据材料“1939年底至 1940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动员各战区参加冬季攻

势，历时三个多月”可知 1939年底至 1940年初国民政府发动了冬季攻势，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

民党军队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进攻性战役，在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但据所学知识可知，

虽然冬季攻势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通过冬季攻势，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军队抗日斗志十分

高涨，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斗志，遂加快了扶植汪精卫成立伪政府的步伐，终于在 1940年 3月 30日

汪伪政府粉墨登场，这也使蒋介石发动冬季攻势未能达到全部目的，也未能扭转抗战的局面，D项正确；

迫使日军放弃速战速决计划是淞沪会战，排除 A项；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是武汉会战，排除 B项；配

合了盟军的亚洲战场作战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排除 C项。故选 D项。

9. 下图为画家韩羽发表于 1958 年的漫画作品《“让路！”》。在作品的左图中，两座山峰紧紧靠在一起；

右图中，一位腰插铁镐的农民手推脚蹬，赤手空拳地推开两座山峰，开掘出“丰收渠”，引来渠水灌溉农

田。这组作品反映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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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改变 B. 农业合作化提高生产效率

C.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 D. 农民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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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1958年的漫画作品中，一位农民推

开两座山峰，开掘出“丰收渠”灌溉农田，体现了此时期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C项正确；1959至 1961

年，中国出现三年经济困难，排除 A项；1958年大跃进，此时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并非农业合作化时

期，排除 B项；材料反映的是农村开渠灌溉，不能反映整体国家建设的主力，排除 D项。故选 C项。

10. 196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中国愿同他们

改善和发展关系的积极信息。不久，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恢复驻外使馆的工作，开展正常的对

外交往。这些措施（ ）

A. 冲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 B. 为开辟外交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C. 促成中国迎来新一轮建交高潮 D. 服务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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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是：20世纪 70年代左右的中国。据材料信息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196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

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中国愿同他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积极信息，随后，中国政府恢复

驻外使馆的工作，开展正常的对外交往，据此可知，这些举措有助于释放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按照一定原

则建交的信号，因此，“为开辟外交新局面创造了条件”的说法符合题意，B项正确；据所学，20世纪 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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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方国家依然对中国进行封锁，排除 A项；据所学，新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新一轮建交高潮发

生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材料没有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得出此认识，排除 C

项；材料没有交代当时外交措施调整的目的，排除 D项。故选 B项。

11. 1985 年，访四川的美国记者特里尔记录了他的一段见闻：“重庆有很多挖得很深的防空洞，那是当年为

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挖的。这些冬暖夏凉的防空洞现在都利用起来了，开了茶馆、旅馆和咖啡馆，最近还办

起了几家舞厅。”据此可见，当时中国（ ）

A. 社会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B. 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C. 市场调节取代行政指令 D. 对外开放事业向内陆扩展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1985年（中国）。据材料信息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1985年重庆，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大多用于经济

功能。据所学，20世纪 80年代的重庆之所以出现防空洞被改造成茶馆、旅馆和咖啡馆的现象，主要是当时

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这是社会经济活力增强的体现，A项正确；B项“普遍”说法绝对化，据所学，20

世纪 80年代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高，排除 B项；据所学，20世纪 80年代我国的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

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C项说法与史实不符，排除 C项；材料体现的是重庆在 20世纪 80

年代经济活力的增加，没有涉及对外开放，排除 D项。故选 A项。

12. 美索不达米亚的君主自称是“真正的君主”，而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则采用了“王中王”的称号，在波斯

的统治下，不同的民族继续有自己的统治者。这说明波斯的统治者（ ）

A. 通过武力连接不同文明区 B. 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C. 承认治下各民族地位平等 D. 成为各民族联合体的领导者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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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波斯帝国统治者在其疆域内，承认原来民族

自己的统治者，同时波斯统治者作为王中王，这说明波斯的统治者成为各民族联合体的领导者，D项正确；

材料并没有体现波斯征服其他民族的方式，排除 A项；据材料可知，在波斯帝国的各民族区域，各民族有

自己的统治者，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排除 B项；材料只体现了各民族有

自己的统治者，但没有体现各民族之间地位是否平等，排除 C项。故选 D项。

13. 从 12 世纪中叶起，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用通俗语言写的韵文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作者常常对沉稳守



第 8页/共 16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旧的商人、愚蠢的宫廷大臣、狡猾奸诈的骑士等进行讽刺和揶揄。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 ）

A. 拥有丰厚的古典文化积淀 B. 市民文化冲击传统思想

C. 存在理性思考的社会风气 D. 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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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欧洲）。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12世纪以后的欧洲“出现了一些用通俗语言

写的韵文故事”，通常“对沉稳守旧的商人、愚蠢的宫廷大臣、狡猾奸诈的骑士等进行讽刺和揶揄”，反映了

对中古时期欧洲传统格局的不满，这种不满主要来源与封建制度对商品经济的束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

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发展，进而冲击了传统思想，B项正确；材料中中古时期晚期出现的文学故事是新兴的

市民文学，没有丰厚的古典文化积淀，排除 A项；材料中对“沉稳守旧的商人、愚蠢的宫廷大臣、狡猾奸诈

的骑士等进行讽刺和揶揄”没有体现理性思考，排除 C项；人文主义广泛传播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在 14

世纪，排除 D项。故选 B项。

14. 在 1723 年的“国王诉剑桥大学案”中，王座法庭裁决恢复了本特利的学位。担任该案件复审的首席法

官指出：本特利在受到对他不利的指控时没有获得任何申辩的机会，这与自然公平是不相容的。上述案例

可以反映出当时英国（ ）

A. 国王有权干涉司法 B. 司法重视程序公正

C. 法官依据先例判决 D. 法庭坚持无罪推定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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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法庭恢复“本特利的学位”的原因是“本特利在

受到对他不利的指控时没有获得任何申辩的机会”，也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程序性问题，这反映了英国司法

重视程序公正，B项正确；材料没有反映国王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排除 A项；材料中没有体现法官依据

先例判决，之所以复审时判决发生变化是因为一审时存在程序不公正的情况，排除 C项；材料反映的是司

法程序，并未体现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排除 D项。故选 B项。

15. 下图为墨西哥画家里维拉于 1929 年在墨西哥国民宫画廊上绘制的巨幅壁画《哥伦布之前的墨西哥》，这

幅壁画的创作意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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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彰显拉美文化的多元色彩 B. 抨击西方殖民者文化侵略

C. 塑造国民的共同历史记忆 D. 宣传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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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是：20世纪 20年代（墨西哥）。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墨西哥取得民族独立后，在墨西哥

国民宫的画廊上绘制了壁画《哥伦布之前的墨西哥》，绘画中描绘了墨西哥在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之前的社会

情况，这有利于加强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塑造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C项正确；壁画画在墨西哥

国民宫画廊上，是为了展现墨西哥文化的成果，而非为体现拉美文化的多元，排除 A项；材料中没有涉及

西方殖民文化，不能反映对殖民文化的抨击，排除 B项；材料宣传的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非宣传本国

的民族解放运动，排除 D项。故选 C项。

16.“由于国家保持食品的低价，不断扩大补贴规模，1989 年用于食品需求的补贴金在国家预算中占到支出

部分的 1/3 左右，主要食品零售价的补贴份额已高达 80%。”该材料表明当时的苏联（ ）

A. 牺牲农业以推进工业化 B. 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甚微

C. 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D.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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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是：1989年左右的苏联。据材料信息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1989年苏联的经济改革，为了保证食品的低

价，国家不得不增加食品价格补贴，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折射出政府无法通过经济改革稳定物价水平，

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甚微，B项正确；材料反映政府对食品提供价格补贴，并非牺牲农业，“牺牲农业以推进

工业化”与本题结论不一致，排除 A项；本题的主要结论是政府很难真正稳定物价，“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

高”与本题结论不一致，排除 C项；D项符合史实，但与本题结论不一致，排除 D项。故选 B项。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其中 17 题 12 分，18 题 12 分，19 题 16 分，20

题 12 分。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头绪纷杂，内容丰富，下表列出了相关片段。

东 汉

末年
否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伦以及夫妻间不拘礼法的言论和行为，颇行于世

东晋

道教理论家葛洪宣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

不得长生也。”

陶渊明的诗、王羲之的字，充满了清丽柔美、空灵飘逸之气。

前秦
符坚不但对西域诸胡要“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而且把东晋也称作“未宾王化”的一隅

之地。

南朝

梁朝释僧顺更讲：“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

南方佛教则重视般若等阐述佛理的经典。

北朝

北方佛教流行的是以修福事功又简便易行的禅宗、律学和净土等宗派。

乐府《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北方的诗豪放悲凉，魏碑质朴遒劲。

北魏孝文帝和他弟弟元勰皆能七步赋诗，而且韵义俱佳。

西魏北周时期，北方高门崔、卢、李、郑、杨、柳、裴等 14 家大姓中，尚武习战者人数远远超过

专事文教者。不仅“河北文士率骁兵射”，而且妙龄女儿亦能上马骑射。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加以分析，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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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晰，结论明确。）

【答案】示例 1：材料中提到东汉末年出现了许多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这反映出东汉末年分裂割据、社会

混乱，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出现了变异，儒学独尊的地位逐渐动摇材料中还展示了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的

信奉者认同儒家伦理的言论。这反映出该时期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但儒学积极向上、不

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它们所不具备的。佛、道两教也努力将儒学的某些理论与自身的教义进行调和。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

示例 2：材料中提到北朝乐府歌词中写：“我是虏家川、不解汉儿歌”。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内迁的少数民

族，虽然与汉族有接触，但总体上民族隔阂仍然广泛存在。材料中还展示了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帝王以华夏

君主自居，具有较高汉文化素养。这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们主动接受汉文化，促进了民族交融。材

料中还提到北方社会呈现出尚武之人。这反映出北方汉人也受到了胡文化的熏陶，说明民族文化的交流是

双向的。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

示例 3：材料中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佛教文化、诗歌、书法风格迥异。这反映出该时期政权长

期分裂割据，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内迁和众多汉族人口南迁，南北方文化的地域特征愈发明显。结论：魏晋

南北朝时期，地域文化呈现南北分明的多元特征。

【解析】

【详解】本题是论述题之探究结论论证题，时空是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首先，阅读材料，拟定

论题，据材料“否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伦以及夫妻间不拘礼法的言论和行为，颇行于世”可知，东汉末年

出现了许多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其次，结合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阐述东汉末年至魏

晋时期出现的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据材料“道教理论家葛洪宣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和“梁朝释僧顺更讲：‘释氏之训，父慈子孝，

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可知，道教和道教为了更好的传播，吸收了儒家学说的部分思想。

整体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式微，但仍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

也可从其他角度选择材料，首先，阅读材料，拟定论题，根据材料“乐府《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

不解汉儿歌’”可知，魏晋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虽然与汉族有接触，但总体上民族隔阂仍然广泛存在。

其次，结合材料内容，阐述这时期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主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现象。据材料“符坚不

但对西域诸胡要‘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而且把东晋也称作‘未宾王化’的一隅之地”可知部

分北方少数民族帝王以华夏君主自居，具有较高汉文化素养。这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们主动接受汉

文化，促进了民族交融。整体分析可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

通过材料材料中涉及到的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不同的思想和文学方面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

时期，地域文化呈现南北分明的多元特征，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是个、书法、少数民族文化等。

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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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中国同盟会成立至中华民国建立期间，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华侨当中通过办报、演讲等

多种形式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在孙中山的发动下，武昌起义所需的 19 万元中的

11.5 万元由东南亚华人捐出；在黄花岗 72 烈士中，东南亚侨胞就有 31 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孙中山

及革命党人终于建立了中华民国，广大华侨华人无不欢欣鼓舞。从此，他们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纷纷兴办中文学校、组织戒除鸦片活动。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使他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心目中树

起了一座丰碑，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怀念和敬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摘编自段林朝《论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活动》

（1）根据材料，概括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在东南亚革命活动的重要影响。

【答案】（1）革命活动：发动舆论宣传；发展革命组织；筹集革命经费；动员侨胞参加革命。

（2）影响：在财力和人力上给辛亥革命以巨大的支持；加速了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或者增强了华人社会

的民族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激发了东南亚华侨的革命热情。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据材料“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华侨当中

通过办报、演讲等多种形式揭露清廷的腐败”可知发动舆论宣传；据材料“发展同盟会会员”可知发展革命组

织；据材料“在孙中山的发动下，武昌起义所需的 19万元中的 11.5万元由东南亚华人捐出”可知筹集革命经

费；据材料“在黄花岗 72烈士中，东南亚侨胞就有 31人”可知动员侨胞参加革命。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据材料“武昌起义所需的 19万元中的 11.5万元

由东南亚华人捐出；在黄花岗 72烈士中，东南亚侨胞就有 31人”可知在财力和人力上给辛亥革命以巨大的

支持；据材料“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终于建立了中华民国，广大华侨华人无不欢欣鼓舞”可知加速了华人民族意

识的觉醒；据材料“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使他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丰碑，直到今

天，他们仍然怀念和敬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可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激发了东南亚华侨的革命热

情。

1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4 至 15 世纪，黑死病多次大规模地席卷英国，教会提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

惩罚。中世纪的英国政府虽是在上帝的光环下存在，但还是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在黑死病期间，英国政

府颁布大量特许状，支持教会在伦敦等地开辟墓地来掩埋大量的死亡人口。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疫病事宜

则多半由政府行政官员及其隶属的相应部门处理。英国政府积极地选拔得力官员填补因疫病造成的空缺，

黑死病来临之前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审批的事务，在黑死病发生之后，往往一周甚至一日之内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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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1350 年，国王发布公告，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人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财物一律充公。

政府还通过专门的立法，要求居民保持街道的整洁，控制屠宰场散发出来的臭气等。

——摘编自刘黎《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材料二 新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开展大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面对广大农村群众长期缺

医少药，生病只求神拜佛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工作。一些党员干部还总结出了

工作经验，比如对老人应该重点谈论对后代儿孙的好处，对青年重点谈论理想和前途，使群众“看到了自

己的伟大前途”。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式调节血防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例如浙江

海宁县就动员了 5 千多人，在完成全县灌溉渠道的同时，完成了全县的 500 万平方千米的灭螺任务，从而

减少了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随着血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批病人获得了新生，过去血吸虫病肆虐的洞庭湖

区、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等地现如今都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农副产品基地和国家重要的经济引擎。

——摘编自窦国纬《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血吸虫病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面对疫情时的相似不利局面，归纳中英两国防控疫病的相同

策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英两国疫病防挡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答案】（1）不利局面：医疗技术水平低下；迷信思想浓厚迷；疫病传染力强、危害大。基本策略：增强

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控制传染源、限制人员流动；提高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动员民众参与疫病防

控。

（2）意义：扩大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推动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保护民众生命健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积累了防疫经验。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对比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近代、现代（中国、英国）。第一小问不利局面，据材料一“黑死病多

次大规模地席卷英国，教会提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惩罚”和材料二“面对广大农村群众长期

缺医少药，生病只求神拜佛的情况”可知医疗技术水平低下，迷信思想浓厚迷；据所学知识可知，英国面临

的黑死病和中国面临的血吸虫病都是传染力强、危害大的疫病。

第二小问基本策略，据材料一“英国政府颁布大量特许状……疫病事宜则多半由政府行政官员及其隶属的

相应部门处理”和材料二“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工作”可知增强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

率；据材料一“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人出境”和材料二“从而减少了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可知控制传染源、

限制人员流动；据材料一“政府还通过专门的立法，要求居民保持街道的整洁，控制屠宰场散发出来的臭

气”和材料二“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工作”可知提高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据材料一

“要求居民保持”和材料二“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前途’”可知动员民众参与疫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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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近代、现代（中国、英国）。据材料一“英国政府颁布大量特许状……

疫病事宜则多半由政府行政官员及其隶属的相应部门处理”和材料二“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

传工作”可知增强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扩大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据材料一“政府还通过专门的立法，要

求居民保持街道的整洁，控制屠宰场散发出来的臭气”和材料二“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工作”

可知提高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推动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据所学知识可知，英国在应对黑死病和中国在

应对血吸虫病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护民众生命健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

应对黑死病和血吸虫病上的担当和作为，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同时为如何处理疫情积累了防疫

经验。

20.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下表为《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一书的最后一编的部分目录，共三章，每一章有三节。

第四编 全球国际体系的嬗变（1945—2000 年）

第 10 章

全球分裂

一、战后初期的全球国际体系

二、美苏冷战的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形成

三、殖民帝国体系的衰落和第三世界的兴起

第 11 章

三个世界的博弈

一、美苏冷战

二、两极体系的弱化

三、全球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

第 12 章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

起

......

......

......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采知识，在第 10、11 章的范围内列举两个与战后全球国际体系演进有关的史实，

并分别说明其所属的相应章节。

（2）如果让你为第 12 章设计 2 个小节标题，谈谈你的设计并分别阐明理由。

【答案】（1）史实；说明所属章节。例：史实：欧洲共同体的成立；说明：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属于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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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因为欧共体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西欧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是冷战中崛起的多极力量之一，

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冲击。

（2）小节标题；理由例 1：第 12 章第一节的标题应该是“苏东剧变和冷战终结”。因为苏联解体，标志着

两极格局崩溃，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随之结束。二战后全球国际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多极化

趋势不可逆转。例 2：第 12 章第二节的标题应该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因为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

不复存在，人类社会的交往与联系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列举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二战后（世界）。第 10章名字为全球分裂，此时期与战后全球国际体

系演进有关的史实，可在战后初期的全球国际体系、美苏冷战的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形成及殖民帝国体系的

衰落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中任选一个史实即可，如属于第 10章第一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属于第 10章第二

节的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属于第 10章第三节的非洲年。

第 11章名字为三个世界的博弈，此时期与战后全球国际体系演进有关的史实，可在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

弱化、全球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中任选一个史实即可，如属于第 11章第一节的古巴导弹危机，属于第 11

章第二节的欧共体成立，属于第 11章第三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苏联解体后（世界）。据章节名称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可知，此时

期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结合前一个阶段为美苏冷战下的世界，此时期应为冷战结束的阶段，所以第一节标

题可定为：苏东剧变和冷战终结，据所学知识可知，因为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崩溃，持续近半个世

纪的冷战随之结束。二战后全球国际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第二节的标题

可定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除了苏联解体外，20世纪 90年代以后，其他因素也在推动着第三次全球化

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的交往与联系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