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八中高 2023届高三(下)全真模拟考试

历史试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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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解析】本题考查夏朝统治特点。根据材料二里头都城通过主干道纵横划分形成“九
宫格”布局，最重要的区域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说明布局严格、清晰、规整，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故 C项正确。统治集团

形成高度集权是在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故排除 A;材料主要强调的是社会

分层严格有序，而非王权和神权的结合，也非社会分工问题，故排除 B、D两项。

2.C【解析】本题考查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反
映了秦朝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深刻影响着世；“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

代”,反映了秦结束了战国分裂局面，完成了全国统一，影响深远；“始皇帝，自是千古一

帝也”,秦王政启动统一战争并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列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起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历史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综合三则材料，集中反映秦朝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故 C项正确，排

除 B、D两项。“大一统”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故排除 A项。

3.B【解析】本题考查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材料主要强调的是学者分析其可能是展示“女
子骑马春游”,反映女性喜好骑马，娱乐生活较丰富，反映了唐朝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充

满活力，人们显示出一种昂扬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故 B项正确。女性地位与材

料无关，且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指示不明确，故排除 A;民族

交融和尚武精神符合唐朝的社会特征，但非这则材料强调的熏点，故排除 C、D两项。

4.A【解析】本题考查宋朝佛教的本土化。材料“父母恩重经变图、偈语(佛经中的唱词):
三千条律令，不孝最为先”等，说明佛教融合儒家伦理思想，主动本土化发展，故 A项

正确。材料未体现儒学对佛教思想的吸收，故排除 B项；佛教传播非材料重点，故排除

C项；“儒学独尊地位动摇”错误，故排除 D项。

5.D【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由图可知，古代漕运线路方向处于变

化之中。汉时期，漕运集中于黄河流域，由东向西运往长安。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的开

发与发展，朝廷逐渐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

西北向的变动。明清两朝，漕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是关系中国古代王

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

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故 D项正确，排除 A、B、C三项。

6.A【解析】本题考查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基本是普通知识分子和中下级

官员，梁启超借助古代“国有大事，谋及庶人”“以下士而议国政”"通下情，固邦本”,意在

强调他们推行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可见其为变法寻求依据的努力，故 A项正确；梁启超

反对君主专制，但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制度，故 C项排除；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

派登上了政治舞台，故 B项排除；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

而非中体西用，故 D项排除。

7.B【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景。根据材料“《共产党》月刊创刊于俄国十

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可知，《共产党》月刊创刊时间为 1920年 11月，又根据材料“陈
独秀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

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可知，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中宣传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因此能够为中共的建立提供思想指导的作用，故选 B项；陈独秀在

《共产党》月刊中宣传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不涉及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排除

A项；1920年 8月上海已出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C项“开始”错误；D项“使得思想



界认清”说法绝对，排除。

8.B【解析】本题考查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由材料“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判断”
此时应处于土地革命时期，A、C、D错误。

9.C【解析】本题考查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对外科技交流。根据材料“为何不派人去伦敦、

巴黎……反而求其次”可知周恩来更主张去科技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技术，这有

利于拓宽对外科技交流的渠道，故 C正确；A非材料主旨；B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于 1964年，与材料时间不符；D项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一边倒政策已经逐渐废

止，故排除。

10.C【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经济的活力并不能完全等同于 GDP增速，根据图表

信息无法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力，①解读有误；据图和所学知识可知，1982年、1991
年、2000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低谷，为应对此局面，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

展开，1992年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故经济增

速减缓能够刺激体制改革，②解读准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时间是 1984年，

由图可知 1984年经济增速出现高峰，③解读准确；由图可知，增速峰值出现于 1984年，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于 1992年，时间上不符，④解读有误。综上，本题

选 C。
11.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世界的文明成果。直希腊的地理环境对民主制度产生了一定

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排除 A项；西塞罗的自然法康则保护人的自然权利，体现了

人文精神，B项正确；凸雅人以种植玉米为主，但仅从此无法得出玛雅文明高度发达的

结论，排除 C项；在西亚炼铁技术传播到非洲之前，东非地区已存在早期的炼铁活动，

说明人类文明的多源性、统一性，排除 D项。

12.C【解析】本题考查工业革命。由表可知，英国输出的工业制成品逐渐从欧洲占主导

转向世界其他地区，结合所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欧洲其他国家也陆续进行了

工业革命，因此，英国工业制成品在欧洲竞争力减弱，故 C项正确；表格在讲英国工业

制成品的出口，不涉及英国的投资，排除 A项；比重下降不等于总量较少，排除 B项；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最终形成，排除 D项。

13.A【解析】本题考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由材料可知，拉美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于工

业原料与食品等初级产品，可见，拉美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欧美国家的原

料产地，故选 A 项；仅从部分产业的出口无法得出拉美经济全方位快速发展，排除 B
项；拉美此时并未进行工业革命，排除 C项；考迪罗体制从制度本身而言无法促进经济

发展，排除 D项。

14.C【解析】本题考查美苏冷战。仔细观察漫画可知，该幅漫画的人物戴着高帽，穿着

燕尾服，打领结，是对资本家形象的描摹，绑炸弹的右腿上写着“军事工业”,纤细的左腿

上写着“民用工业”,大肚子上写着“资本主义经济”,人物右手指尖沾满鲜血，综合上述信

息，可以解读出，该漫画在讽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穷兵黩武，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

民众，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取财富，故选 C项；A、B、D解读有误。

15.C【解析】本题考查资本主义阵营的分化。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随着欧洲走向

联合，欧洲经济实力提高，故敢于在关税方面对美国进行报复，故选℃项；多极化是一

种趋势，A错误；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美国的经济实

力并未下降，故 B错误；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D错误。

16(26分)
(1)目的：传播基督教；开拓殖民地；掠夺财富。(每点 2分，6分)
(2)评价：郑和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航海家；远洋航行没有持续，带来的好处有限。(每
点 2分，4分)



原因：不计经济效益的贡赐贸易缺乏生命力；小农经济占主导，缺乏持久远航的动力；

明清海禁、闭关自守政策的阻碍。(每点 2分，6分)
(3)特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美国主导并附有条件；服务于美国霸权。(每点 2分，6
分)
(4)世界意义：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全球化发展；有利于世界繁荣、稳定；有利于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两点 4分)
17(17分)
(1)设立行省，总督直接对国王负责；军区长官与行省总督分设(或：地方军事、行政分

权);建立中枢权力机构，负责传达政令。(每点 2分，6分)
(2)推动封建社会中枢权力结构的调整；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每点 2分，4分)
(3)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节减开支，提升行政效率；有利

于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点 6 分，四点 7
分)
18.示例(评分标准：观点 3分，说明 8分，小结 1分)
观点：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方针政策。

说明：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革命的任务与政策，从而取得了

革命的最终胜利。

1927年，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遭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决定把军队带到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工农

武装割据道路。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工农革命政权建设

进行初步探索，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

心，在各沦陷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49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已基本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接管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西

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决定，

为新政权的建设和新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以适当的政策应对革命形势

的变化，最终带领全国人民赢得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