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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三下学期 5 月三校联考

高三历史试卷

命题学校： 宜昌一中 审题学校： 宜昌一中

考试时间：2023 年 5月 19 日上午 试卷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表为东周时期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表明

时间 事件

公元前 453 年 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晋公室土地

公元前 403 年 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大夫为诸侯

公元前 334 年 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

公元前 288 年 秦昭襄王约齐湣王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

A．诸侯国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B．新旧势力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C．卿大夫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D．周天子已丧失天下共主地位

2. 汉画像石中描绘力士斗兽的题材有很多，下图画面有一力士，仰面跨步挥臂，与左边

狂奔而来的牛相斗，牛怒目弓背，以角前抵，画面右侧一狮被力士击败而逃。这类画像

石

A.印证铁犁牛耕的推广 B.体现了崇尚勇武的时代风貌

C.凸显社会矛盾的尖锐 D.展现了注重意境的绘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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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中六年（852）三月，唐宣宗想免除其舅郑光的两税，遭到中书门下的反对，理由

是：“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这反映了当时

A．中枢决策体系呈现完善化趋势 B．科举制促使士族阶层走向没落

C．赋税征收蕴含一定的公平原则 D．两税之外的苛捐杂税项目繁多

4．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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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

A．外戚势力左右政局 B．中央集权制度逐步走向衰弱

C．内阁行使决策大权 D．祖制和封建礼制制约着皇权

5．清朝前期，西南各省山区和丘陵得到开发。下表为其部分年份的耕地面积（单位：

千亩）。据此推知，这些地区

省份 顺治 18 年（1661 年） 乾隆 18 年（1753 年）

四川 1188 45957

云南 5211 7543

贵州 1074 2573

A．劳动效率迅速提高 B．农业种植结构发生变化

C．人地矛盾根本解决 D．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增强

6．魏源视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为华夷秩序，将英国的扩张比作传统战事，认为除“兵”

之外，中国一切皆胜英夷，只需学好兵工便仍能扬武功于海国，这种观念贯穿于《海国

图志》的撰述宗旨。材料可用来说明

A．统治阶层不愿探索救亡道路 B．西方冲击下民族危机的严峻性

C．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艰巨性 D．魏源初步认识到西方崛起缘由

7.下表是 1894年中国近代工业工人地域分布情况（注：仅指工厂工人，不包括采矿业工

人），呈现这一分布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地区 工人人数 所占比例 地区 工人人数 所占比例

上海 36220 47．75% 天津 4180 5．35%

汉口 13350 17．1% 福州 3240 4．15%

广州 10300 13．58% 其他地区 9734 12．07%

A．通商口岸的开放先后的差异 B．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C．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 D．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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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38年 10月 24日起，截止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

员，总计 150多万人，货物 100多万吨，大量的轻重工业设备，教育资源，人民群众从

武汉的撤离被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事件

A．决定了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走向 B．是国共两党团结努力铸就的奇迹

C．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D．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9．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倡议

1961年 4、5月间，刘少奇带领工作组，到湖南进行了 40多天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后掌握

到第一手材料，对经济困难形势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举旨在

A．反思“大跃进”运动的弊端 B．落实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C．从根本上杜绝“左”倾错误 D．扭转国民经济的落后局面

10．2002-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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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拓展了对外交往的空间 B．推进了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

C．实现了外交的重大突破 D．消除了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

11．某学者认为，远古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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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者意在强调

A．文字是进入文明时代重要标志 B．大河流域文明具有一定相似性

C．原始农业促进生活方式的变化 D．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交流互鉴

12．《中国孤儿》是 1775年伏尔泰所著的剧本。在《中国孤儿》中，伏尔泰借成吉思汗

之口表达了对中国帝王的崇敬之情，中国帝王被赋予开明家长的角色：我看到他的文化，

教育了整个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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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不需要征诛，治人只凭着风化。伏尔泰意在

A．极力推崇中国文化 B．宣扬中国君主专制

C．打击法国割据势力 D．讽刺法国专制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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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纺织业上获得先发优势，但在染布工艺上存在巨大缺

陷，而德国凭借稳定的工业染料和染色法大大提升了其纺织业的竞争力，进而带动了交

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发展。德国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工业革命。这说明

A．德国的纺织业领先于世界 B．核心技术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C．轻工业与重工业协同发展 D．德国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14．下图为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 1933年绘制的《帝国主义》。画作描绘了摆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周围的枪支和坦克，以及众多死去的统一美洲民众，画中右上角

俯瞰一切的是尼加拉瓜反美游击队领导人桑地诺。该画作揭示出当时

A．金融危机引发拉美社会动荡 B．殖民主义是拉美发展的障碍

C．拉美地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D．拉美人民抗美斗争走向联合

15．从 1922到 1924年，经过货币改革，苏联切尔文（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基本稳

定。1924年，外国记者惊讶地发现莫斯科“几乎没有追求美元的现象，美元的供给似乎

比需求更大，现在美元也不得不屈服于本土的切尔文”。这反映了当时

A．苏维埃政权赢得人民信任 B．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美元贬值

C．苏联工业化取得成效 D．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紧张

16. 某学者在《大国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写道：在亚太地区，有“中、美、日”新三角

和“中、美、日、俄"四角关系；在欧洲，既有“美、欧、俄”大三角，也有“德、法、

英”小三角，还有“德、俄、英、法”四角关系，等等。这种局势

A.构成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调 B.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C.反映出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化 D.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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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小题，共 52分。

17．【中国古代农业】（12 分）

材料一 自秦汉以来，凭借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高密度小农经

济，中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并在很长时间内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小

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构成中国古代、近代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

它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很低的运作成本，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小农经

济又不是孤立于中国“大生态环境”之外的事物，它不得不受到外在自然及社会环

境的根本制约。

——摘编自林刚《中国近代工业与小农经济》

材料二 基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及个体小农在人口数量上的空前增长，

突破一亿大关，宋代的商品经济达到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高峰。宋代个

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

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陆九渊《与张元鼎书》分析金溪农民在农闲时从事制陶

业后总结说：“今时农民多困穷，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

止此。”当时农户一遇农闲，他们便进入市场，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只要

有条件，有机会，他们无不为之。

——摘编自穆向丽 巩前文《小农经济：形成、发展与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很

低的运作成本”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小农经济发展到宋代出现的新趋向，

并分析其产生的积极作用。（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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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近现代治边政策】（14 分）

材料一 晚清时，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边疆治理研究掀起第一次高潮，

时人开始认识到重核心区轻边缘区的思路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海塞并重”的观念逐

渐占据主导。1884 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

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 年，清政府在东北

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

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海军建设成为清廷的重要议题。其间清廷有过

购船的尝试，但由于不尽如意，于是决定自造轮船，自建海军。从 1868 年到 1874

年，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相继制造了 48 艘轮船。1874 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

是转折性事件。事件发生后，清廷在朝廷督抚中立即开展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最后

决定立即筹办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海防大讨论的决心虽然很大，但受制于

海塞防之争、满州集团与准系集团之争等因素，到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只初步

建成了 5支各自为政、残缺不全的舰队，海军建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1895 年，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标志清朝海军建设的失败。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治边政策的特点。（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海防大讨论的背景

及历史意义。（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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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现代世界经济秩序】（14 分）

材料一 1816 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黄金作

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 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所谓金本位制，就

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

金量。英镑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加上数百年英镑同黄金汇率的稳定，使伦敦成为

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随着欧洲的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也过

渡到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体系在 19世纪 70年代最终形成，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据《大国货币史》等整理

材料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是大国之间的一项联合行为。具体地说，是在

美国主导下的一项联合行动，而不像国际金本位制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有 44个国家参加，所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于 1946

年正式生效。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拥有一整套规则，而且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

实施这些规则，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终目标是为商品、

服务贸易自由化或取消国际收支管制创造一种环境。

——摘编自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镑取代黄金称霸世界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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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界棉花产业演变】（12 分）

材料 在人类历史上，棉花产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中，世界棉花

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关系不断变化，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世界棉花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第一阶段：公元

钱 2000 年-公元 1600 年，多级，分离。第二阶段；1600 年以后，网络越来越集中

在欧洲，但生产仍然分散。第三阶段；工业革命后，生产网络集中在欧洲，一个多

中心的棉花产业变成单极世界。

——摘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关于棉花产业演变趋势的论题，并予以说

明。（要求：分析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Ⅰ
公元前 2000年-公元 1600

Ⅱ
公元 1600年-1780

Ⅲ
公元 1780年-1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