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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三下学期 5 月三校联考高三历史参考答案

1．D【解析】据材料“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晋公室土地”“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

赵、魏三家大夫为诸侯”“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秦昭

襄王约齐湣王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并结合基础知识可知，东周时期诸

侯、士大夫阶层逐渐崛起，实力增强、权力增大而冲击周王室地位，王室衰微，诸

侯争霸，故选 D项。

2.B【解析】本题属于高考中“五育齐飞”的试题，图片“斗兽”体现当时国家统一、

国力强盛的汉代崇尚勇武的时代风貌及阳刚之美，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故选

B；题干材料无法印证“铁犁牛耕”的推广，排除 A；也未凸显社会矛盾的尖锐，排

除 C；图片很写实，也不是材料主旨，D 错误，排除；故选 B。

3.C【详解】据题干信息“据地出税，天下皆同”，结合所学知识，两税法的实施改变了

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开始以资产（土地）为主，而且扩大征税对象，

包括王公贵族，体现出赋税征收蕴含一定的公平原则，C 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枢

决策体系是否完善，排除 A 项；题干中是唐宣宗的舅舅，并非因士族衰落而不能免

税，是征税标准的改变，排除 B 项；两税法简化了征税项目，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D【详解】据材料“明朝皇帝明神宗为册立太子与大臣及后宫势力前后纷争十五年之

久，史称国本之争。明神宗有意放弃皇长子，立宠妃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但受到阁

臣与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最终立皇长子为太子。”可知，皇帝意欲打破祖制，放弃

皇长子，另立太子，遭到阁臣与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最终立皇长子为太子，说明封

建礼教与祖制对皇帝的权力具有制约作用，D 项正确；材料中没有体现外戚势力信

息，排除 A项；材料描述的是册立太子之争，与中央集权制度是否逐步走向衰弱，

排除 B项；内阁做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没有权力，更不会享受决策大权，排除 C 项。

故选 D项。

5.B【详解】据表格信息可知，西南各省山区和丘陵地区得到了开发，耕地面积呈现上

涨趋势，而这些地区适宜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B

项正确；耕地面积的增加，不能得出劳动效率的提高，排除 A 项；人地矛盾并没有

得到很好解决，排除 C 项；耕地面积的增加，无法得出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排除 D

项。故选 B项。

6．C【详解】据材料可知，魏源依然以传统的华夷观看待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据所

学可知，魏源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为数不多的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对近代中

西关系的看法尚且局限更不用说一般的民众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近代中国思想

转型的艰巨性，C 项正确；A 项表述不符史实，据所学可知，鸦片战争后中国统治

阶级中先后出现地主阶级抵抗派和地主阶级洋务派，他们一直在探索救亡道路，排

除 A项；B 项符合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状态，但是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B项；据

材料“中国一切皆胜英夷”可知，魏源尚未认识到西方崛起的缘由，排除 D项。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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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C 项。

7．D【解析】据上表，可知近代中国工厂工人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地区，说明通商口岸

地区的自然经济最先遭到破坏，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故选 D项。

8．D【详解】结合所学可知，1938 年 10 月 24 日，武汉会战即将结束，在宜昌沦陷前，

中国将 150 万各类人员，100 多万吨货物和大量的轻重工业设备从武汉撤离，为以

后抗战提供了兵员和物资，有利于接下来的持久抗战，D 项正确；武汉一地不能决

定整个抗日战争进程，排除 A 项；材料强调的是民生公司的贡献，并没有强调国共

两党的合作，排除 B项；日本全面侵华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困境，C项既不

符合史实，也不符合材料，排除 C项。故选 D 项。

9.B【详解】据材料“1961 年”“经济困难”等，可知此时我国正面临经济困难，为解决

这一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B 项正确；

这一举措是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不仅仅是反思，排除 A 项；

“从根本上”，说法过于绝对，排除 C 项；当时解决的主要是农轻重比例失调的问

题，排除 D项。故选 B 项。

10.A【详解】据材料可知，“2002-2007 年，全国共有 309 个城市与五大洲 119 个国家

的 1057 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对外友协举办建交纪念会及各种大型活动 358

次,开展文化交流项目 180 多个，举办各类大型演出、展览活动超过 500 场次”，

这体现了我国对外交往的空间拓展，A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城市改革，而是强调全

国共有多少城市与五大洲 119 个国家的 1057 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排除 B

项；我国外交实现重大突破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材料未涉及外交的重大突破，排

除 C 项。故选 A项。

11.B【详解】根据材料“印度河谷地和两河流域的民族在耕种和动物饲养过程中，都养

育出了工匠和艺术家、商人和行政人员；他们的住房由精美的同一大小的砖造成。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有书面语言的民族，这种语言有 400 个文字单位”可知，古

印度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成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属于大河流域文明，说明

大河流域文明具有一定相似性，B项正确；文字只能反映部分材料内容，排除 A 项；

材料强调印度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相似性，并未涉及原始农业促进生活方式的变

化，排除 C项；材料并未涉及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排除 D 项。故选 B项。

12．D【解析】据材料“中国帝王被赋予开明家长的角色”“他的君王的权力建筑在以德

临民，为了驯服四邻，制定了优良礼法”可知伏尔泰极力夸赞中国帝王的开明、法

治和民主，实际上是为了批判法国的君主专制，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诉求，

故选 D项；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君主制度只是他批判法国君主专制的手段和方式，并

非真心推崇中国文化，排除 A 项；“中国帝王被赋予开明家长的角色”说明在伏尔

泰的心目中，中国是开明君主制，并非君主专制，排除 B 项；伏尔泰夸赞中国的开

明君主制针对的是中央的君主制度，与地方割据势力无关，排除 C项。



3

13.B【详解】据材料可知，材料中英国曾一度在纺织业获得先发优势，后因德国染布工

艺的领先而被超越，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重工业获得高速发展，也与核心技术

的突破密切相关，B 项正确；材料只提及德国纺织业竞争力提升，无纺织业领先世

界的表述，排除 A 项；材料提及德国轻工业带动重工业的情形，未涉及二者之间是

否协同发展，排除 C 项；材料强调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工业化程度加深，

德国是否率先实现科学和技术的紧密结合与材料关联不大，排除 D项。故选 B 项。

14.B【详解】通过题干标题《帝国主义》可知，此漫画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就漫画的内

容描述来看，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周围有枪支、坦克等武器，意在说明拉丁美洲独

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这是导致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动荡、

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B 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金融危机引发拉美社会动荡，

材料主要反映殖民主义阻碍拉美的发展，排除 A项；C项表述不符史实，早在 18 世

纪末 19 世纪初拉美地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排除 C 项；材料主要反映拉美因殖民

主义发展受阻，材料不能体现拉美人民抗美斗争走向联合，排除 D项。故选 B 项。

15.A【详解】据材料可知，1922 年至 1924 年，苏联货币对英镑和美元基本稳定，同时

在莫斯科出现“现在美元也不得不屈服于本土的切尔文”的情况，体现了人们群众

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稳定了苏联的金融货币体系，A 项正确；据材料信息可知，

苏联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不能得知美元贬值，且 1929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爆发，与题干时间不符，排除 B项；材料反映了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推动了

苏联货币体系稳定，没有涉及苏联工业化成效，排除 C 项；材料中没有涉及资本主

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和封锁，不能反映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紧张，排除 D 项。

故选 A项。

16.B【解析】据材料可知，大国之间的多边多角互动与制衡态势使大国关系错综复杂，

这种合作与制衡的态势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B项正确；政治经济新秩

序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平等地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参与国际事

务，而材料强调的依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制衡，未涉及政治经济新秩序，排

除 A 项；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淡化，排除 C 项；材料中的局

势并不一定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排除 D 项。故选 B项。

17.（1）原因：小农经济下，农民具有较高生产积极性；

古代农具的不断改进；

耕作技术的提高；

政府政策推动。 （6 分）

（2）新趋向：由男耕女织到小农、小工、小商一体化趋势。 （2 分）

积极作用：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拓宽了小农营生途径；

利于缓解宋代人多地少的压力；

有利于打破四民界限，

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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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特点：有思想理论指导；

海防与边防并重；

政治体制与内地趋同；

军政分离，重视军事防卫。 （6 分）

（2）背景： 西方侵略，民族危机严重；

洋务运动，自强求富；

中体西用，师夷长技。 （4 分）

意义：凸显救亡图存决心；

增强了国人的海权意识；

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 （4 分）

19.（1）原因：世界主要国家金本位制的确立；

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中心；

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

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英镑在世界货币中稳定且信用较高。 （6 分）

（2）特点： 在美国主导下大国协商而成；

建立了成套规则和专门机构。 （4 分）

影响：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促进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化；

推动了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 （4 分）

20. 论题：世界棉花产业由多极分散走向以欧洲为主导的单极世界。

阐释： 近代以前，亚洲、中美洲、东非三大地区各自独立地发展了棉花种植和棉

纺织技术，并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商贸流通。棉花在寒冷的欧洲大陆不易生长，

因此欧洲被摈弃在三大中心之外。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棉花生产网络逐渐集中在欧洲，欧洲商人通过大型

商业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加强了对印度棉纺织生产的控制，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

带回欧洲消费，或运往非洲购买劳动力运往美洲种植园中工作。欧洲用棉花联

接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后，技术上的革新和蒸汽动力的应用大幅度提升了棉纺织业的效

率，欧洲从商人角色变成最大的制造者。欧洲棉纺织品销往世界，冲击了当地

棉纺织业。

总结：原来多极分散的棉花生产和销售网络，变成了欧洲主导的单极世界。

其他趋势：印度从独立的棉花产业地沦为欧洲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