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期六校第二次联考

高二年级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题 1.5分，共 60分）

1．B
【解析】文明要素产生主要源于农业革命，故选 B；只有农业革命才加速历史进程，A项是

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且历时漫长；C项是文明产生的深层原因；D项是农业革命加深的原

因之一。

2．B
【解析】将欧亚非早期文明并列比较，呈现多元一体且各有特色，所以体例体现整体史观，

故选 B，A从目录上没有体现文明程度，C项也是目录没有体现唯物内涵，D项目录更没有

体现英雄人物。

3．A
【解析】美洲文明长期与世隔绝，至其灭绝前亦未于 B、C、D三大文明交流过，故选 A，
B、C、D三大文明两两交流，故排除。

4．B
【解析】文字产生原因有生产活动、宗教娱乐精神活动、重大人事活动的记录，这些都是现

实的需要，故选 B，不仅限于商业，所以排除 A，C和 D项是有意识记事的方式，不是文字

产生的原因。

5．D
【解析】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许可，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扩大范围，当两种文明

相遇时，便会产生种种碰撞和交流，所以不管何种方式都会在主观或客观上起到文明交流的

作用，故选 D，A、B项只是其中的两种类型，所以不完全符合题意，人类活动都有一定的

目的性或具体的原因，而不是随意的，所以排除 C。
6．B
【解析】社会政治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还有政治格局等，所以 B 符合中世纪欧洲实际，A
项仅仅是一个方面，C项是欧洲中世纪在文化上的特点之一，不合题意，D项是欧洲中世纪

后期个别国家政治现象，也不合题意。

7．A
【解析】本题为三重判断，首先首先从 2100多年前和 500多年前判断出分别是公元前 100
多年和公元 1500多年，其次从汉帝国和公元前和伊比利亚半岛，可推出是西汉的丝绸之路

和西葡的新航路，进而从丝路和新航路的相同点中得出都是文明交流的通道即 A正确，思

路没有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仅对亚洲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排除 B，新航路使世界联系日益密

切，而丝路随王朝治乱兴衰时断时续，所以排除 C，新航路推动物种交流促进人口增长，丝

路并未保证中国人口稳定增长，同样人口随王朝兴衰而增减，所以排除 D。
8．C
【解析】地理大发现不仅仅在于将世界连为一体，开始真正的世界史，更重要的是，新世界

的发现，刺激了正在变革的西欧，加速西欧社会（或文明）转型，推动其他地区被动地转型，

或者说适应西欧的转型，世界历史发生着农业革命后未曾有过的变革——从农耕文明向工商

文明的转型，故选 C。A、B、D只是影响的局部，不合题意。

9．A
【解析】从 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香料几个关键词判断是新航路开辟，而且是到了

亚洲，且香料对当时西欧极具诱惑，不仅是生活需要，而且是商业牟利的重要手段，故选 A。



航海目的地盛产香料，未反映商品经济状况，是殖民者直接闯入，未反映该国对外开放，世

界市场雏形出现在环球航行之后，排除 B、C、D。
10．C
【解析】17世纪荷兰是商业帝国，经济最发达，就是在英荷战争中败北，经济实力仍高于

英国，直至工业革命才被英国反超，这与图示相吻合，故选 C。①是美国，重要节点是 1870
年后，在第二次国内工业革命中突飞猛进，19世纪 90年代工业已反超英国，20世纪初继续

繁荣。②是英国，起步高于美国，直至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才落后于美国。④是西班牙，殖民

先驱，商业起步高，但制造业落后，且国内封建制度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落后于美、英、

荷。所以排除 A、B、D。
11．A
【解析】由于西班牙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打压工场手工业，导致制造业落后于西欧诸国，

这是殖民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将掠夺所得金银用于奢侈消费和购买英法荷及中印手工产品，

并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最终也失却黄金，故选 A，B项是殖民帝国兴盛的经济原因，C项

是因制造业落后所致，D项是衰落的直接的次要的原因，并且材料没有呈现。

12．B
【解析】金银比价中国低于外国，所以外国商人乐于兑换中国黄金，利于白银流入，推动商

品经济发展，故选 B。从以上解读中自然排除 A，C表述与表格矛盾，予以排除，D项与中

欧贸易中欧洲的劣势不符，排除。

13．B
【解析】本题为三重判断，首先，现行高中教材近代法国发生过两次革命，一是大革命，二

是巴黎公社革命，但巴黎公社革命发生时，英国没有革命，所以只能是大革命。其次，大革

命发生时，英国正在进行着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而且威力并不比大革

命减弱，所以，这场平静的变革就是工业革命，ABCD 四个选项中只有 B符合题意，它是

工业革命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故选 B。A、D项都是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工业革命因果

颠倒，C项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故 ACD均予排除。

14．B
【解析】材料从资源、交通、国家政策海外市场、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展示了 18世纪英国状

况，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部分原因，故选 B。从上表述中不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未

谈及海上霸权，故排除 A、C，战乱的欧陆只是整个材料的极小部分，对英国发展尤其是工

业革命没有直接关系，客观因素只有通过英国资产阶级利用或国家政策才能发生效用，故排

除 D。
15．D
【解析】工业革命使欧美主要国家完成向工商文明转变，同时推动殖民扩张使世界市场初步

形成，冲击落后国家旧制度，为其近代化准备某些因素，所以选 D。A、B、C分别从政治

体系、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上说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均应排除。

16．C
【解析】材料从宏观上概括指出 19世纪 70年代世界在自然科学成就、资本主义世界政经体

系，这既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科技是决定性因素，

政治体系是前提，经济体系既是条件，又是刺激新科技革命的因素，故选 C。A项仅是材料

内容之一，以偏概全，B错，近代全球化最高程度是 20世纪初世界殖民体系的确立和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D项也错，资本主义政经发展在欧美与其他地区不均衡，发达国

家之间也不均衡。

17．D
【解析】因为有了科学发展，才有技术进步，进而有新产品，如有了电磁学理论，才有发电



机、电动机，进而有电力工业；有了原子化学，才有内燃机，进而有汽车、飞机制造业；有

了原子化学，才能从现实物质中提取炸药、染料、医药等等，因此说，科技与生产的紧密结

合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之一所以选 D。A项是表象，B项与史实不符，美国也是核

心之一，C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表现。

18．B
【解析】“人类使用能源发生质的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即从蒸汽到电力，只有电

力的广泛应用，才促进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故选 B。A项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新能源，

但体现突出特点的是电力，C项从古代就被利用，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D项

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新能源。

19．A
【解析】本题为两重判断，首先从这些大公司在同类企业生产中占比可以看出生产（暗含资

本）高度集中，所以是垄断组织，其次分析它所以产生的根源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故选 A。
B、C错，都是垄断形成的方式，不是根源，D错，这些是私人垄断资本。

20．C
【解析】从“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

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可知，是每个垄断组织内部自行调节，

与国家无关，所以选 C，排除 A、B、D，这均与史实不符，亦不符合题意。

21．C
【解析】因为 C是当时所有国家转型的共同方式，符合设问要求，故选 C。A、B、D符合

德日转型史实，不符设问要求，予以排除。

22．C
【解析】蒙田的教育主张是注重培养“完整的人”，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优秀品质，体

现了对人的重视，并且“16世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人的再认识，故选蒙田的教育

主张是注重培养“完整的人”，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优秀品质，体现了对人的重视，结

合“16世纪”可知梦田的教育主张体现了文艺复兴思想对人的认识，故选 C。A错，启蒙运动

在文艺复兴之后，是史实和因果的颠倒，B是启蒙运动的特征和影响，D错，因为新教也有

宗教观念，不过在许多观点上与旧教不同而已。

23．A
【解析】掘开圣墓，没发现上帝，时期企图证明永恒与有限完美结合的愿望落空，这说明上

帝实体不在人间，一定要信，只能将上帝及其精神置于内心，故选 A。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排除 B、C，既使没有发现上帝实体，也不妨碍其继续信奉，因为这是

欧洲的宗教文化传统，所以排除 D。
24．A
【解析】要限制和防止权力作恶，最好的办法是用机制限权、分权、制衡，所以 A正确。B
项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启蒙思想，C项是单向监督，不能制衡，D项是纵向限权、分权、制

衡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表现，未能涉及中央中枢机构之间横向的限权、分权、制衡，

所以排除 B、C、D。
25．C
【解析】卢梭认为只有用“普遍意志”代替“个别意志”,个人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和谐，谢林认

为个人自由的实现在于“使他自身与整体一致”，反映出两人都主张个人自由服从国家意志，

故选 C。A错，因为启蒙思想是限制或压制非法的绝对自由，不是压制合法的自由，B错，

所谓普世的自由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而言，但就具体国家而言，自由又有特定的范围，D
错，材料探讨的是个人自由与国家意志的关系，没有谈到法律对权利的限制，而且启蒙思想

家也不主张法律限制个人合法权利。



26．C
【解析】从雅典“对近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可知，如公民大会、十将军委

员会和陪审法庭，三者分别具有立法、军事行政和司法职能，故选 C。A项是政治理念，B、
D不是政体形式，而是国家治理方式，B项是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职责之一，D项是理事会

议员的职责。因此，A、B、D均予排除。

27．B
【解析】罗马帝国只将基督教传往它的统治区域，就是中世纪也仅限于曾经的罗马帝国和日

耳曼人征服，近代只是传入英法荷等国殖民地，所以，范围并不是全世界，亦未完全成为当

地的主流意识形态，故 B 不符合设问。A正确，它正是当时罗马帝国所辖区域，C正确，

罗马法在法治理念和司法程序上不仅影响中世纪、对近代西方以及当今法治国家都产生影响，

D正确，第一次武力征服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第二次宗教征服扩大到西北欧和东欧，

第三次法律征服几近全世界。

28．C
【解析】所谓社会转型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当时所有国家后无一不实

行立法，故选 C。A错，不一定革命就优于改革，是革命还是改革，取决于该国国情，B错，

主导力量不全是资产阶级，尤其是日俄德意，分别为西南大名、农奴主代表沙皇、资产阶级

化的容克地主、社会上层。D错，是建立的政体有专制色彩，但本质都是不彻底不完善的资

本主义代议制，故排除 A、B、D。
29．D
【解析】从“规定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员不得参选议员，不能介入党派活动”可知，负责具

体事务的文官，保持政治中立，不受党派斗争的影响，保证国家机器良性、独立和连续运转，

故选 D。A错，事务文官政治中立，不仅没有是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还利于其良性运转，

B错，内阁中的事务文官退出党派，其缺额仍会从多数党议员中得到补充，所以它并不减弱

内阁对议会的制衡权力，C错，文官不是英国独有，其他国家亦有文官制度，无非是英国发

展较早而已，故排除 A、B、C。
30．C
【解析】因为英国在中世纪不仅有国王，还首创议会，光荣革命后，既保留了国王，也保留

了议会，所不同的是，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王权受到议会和《权利法案》等法律的严格限

制，国王逐渐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即由有限专制向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过度，即政治体制在

传承中创新，故选 C。A错，因为政党政治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B错，国王仍

为国家元首，有任命内阁的权力。D错，材料探讨政体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首创议会制只

是历史传统，未涉及现实变化。所以排除 A、B、D。
31．A
【解析】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并对议

会负责，总统拥有行政权，有权召集议会，也有权通过参议院解散众议院，可见总统与议会

之间有权力交叉，即相互制约，所以，“如果两院有绝对多数要求开会，总统也必须召集两

院。”故选 A。B错，统治大权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C错，应该是立法权大于

行政权，最少也是平行的，D错，立法、行政两权分别由议会和总统执掌。故排除 B、C、
D。
32．A
【解析】宪法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大法，在政治生活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院不能

行使宪法煤油授予的权力，同时还可以审查国会立法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违宪，故选 A。B
错，在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平行，相互制约，C错，总统权力是宪法授予的，

最高法院依法审查总统命令，不是限制总统行政权，纠察的是越法行政，D错，国会立法权



也是宪法授予的，高法审查的是国会立法是否违宪。故 B、C、D均予排除。

33．D
【解析】由材料“1890年因与皇帝威廉二世在外交政策上发生分歧，被威廉二世解除首相职务，

正式下野”可知德意志皇帝决定宰相的任免，宰相对皇帝负责，故选 D项；“名存实亡”表述不

符合史实，排除 A 项；德意志帝国宪法赋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威廉二世并未违反宪法规

定，排除 B 项；二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不能代表皇权与相权矛盾尖锐，排除 C项。

34．D
【解析】19世纪晚期，农民阶级所以分化，是由于 1861年农奴制改革，它适应了俄国工业

革命对农村劳动力、资金、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选 D。A错，彼得一世改革发生于 17世
纪末 18世纪初，B错，十月革命的直接而主要原因是临时政府继续一战，激化国内矛盾并

被列宁党利用，C错，因为农奴制改革适应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所以排除 A、B、C。
35．D
【解析】所谓闭关锁国是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不是禁绝，所以排除 A，到鸦片战前，西方工

业革命深入进行，制造业水平远超中国，所以排除 B，仅从日本学者赴欧考察，赞誉西方不

能说明其有学习先进的优良传统，孤证不立，排除 C，从日本学者赴欧考察，赞誉西方可知，

日本对西方文明在观念上不仅不排斥，反而有所向往，因此，当面临民族危机时，深受西方

影响资产阶级化的西南大名，便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毅然改革，同时的中国则对西方

文明持鄙夷态度，影响统治阶级面对现实，学习先进，增加了迈向近代化的阻力，故选 D。
36．C
【解析】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几乎教条地照搬经典著作，形成斯大林模式，对苏

联快速实现公有制和工业化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排斥市场和竞争，僵化的体制为后来社

会主义国家建设埋下隐患，而且，商品经济社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由此可见，马克思

主义理论也有待于完善发展。所以排除 A。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后来社会主义国

家国情相去甚远，因为马恩理论构想是假想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制度，

因此不符合落后国家的国情，所以排除 B，马恩从劳动者阶级立场出发，痛恨现存社会制度，

力图建立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另辟蹊径，构想出完全不

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故选 C，D错，列宁新经济政策将

引入市场货币关系，是对马恩经典著作的发展，所以排除。

37．D
【解析】19世纪中期，西欧诸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有限，工人合理诉求难以实现，国家处置

突发性政治艺术不足，法治社会未能完全建立，市政建设、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对滞

后，工人的生活难以保障，资本家通过延工时、增强度、雇佣女工童工排挤男性劳动力，以

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这些无疑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工运特点是这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

成熟的体现；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欧诸国政治民主化程度、国家治理水平提高，工人诉

求有展示平台，法制社会建立，工人法制意识增强，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经济迅速发展，工人

生活改善，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科技文化素质获取相对神域价值：减工时、降强度、禁用童

工，所以工运呈现另一种特点，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成熟的表现，故选 D。A、B、C是

其中因素之一，所以排除。

38．A
【解析】16-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商业活动赚取金银为主要目的，为此，殖民主

义者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19世纪早中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迅猛增长，要为丰

富的产品寻找出路，在为下一个生产循环寻找廉价原料，不惜以武力为后盾向外扩张，19
世纪末 20世纪初，后工业管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飞跃式发展，要求拥有整个世界，因此

而瓜分世界以利商品和资本输出，总之近代殖民扩张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性、



竞争性、开放性和扩张性，只是不同时期目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选 A。B、D错，经济思

想、国家政策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产物，C错，生产组织方式和手段主要与生产效率相关，

会对扩张产生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排除 B、C、D。
39．B
【解析】拉美国家虽然获得独立，但受到原宗主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影响，形成军事

独裁统治和半封建经济体制，成为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故选 B。A错，英美渗

透固然影响其发展，但这是次要原因，C错，独立运动就是受到启蒙思想影响，之所以独立

后建立独裁体制，是因为对旧制度改革不彻底，D错，相对于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观念因素

属于次要。

40．A
【解析】所谓民族民主运动，就是翻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和辛

亥革命，这是两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成长和民主思想传播的结果，说到底是社会

文明的进步，非洲是封建王公、军官领导即旧式反帝斗争，说明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

低于亚洲和拉美，也就是文敏程度低，故选 A，B错，领导阶级不同也是文明程度决定的，

C、D错，民族与宗教传统、列强侵略方式不能决定运动性质。

二、非选择题（共 40分）

41．【答案】

（1）“笼子”（甲）、（乙）、（丙）分别是天主教神学、教会特权和专制王权、提出民主制度构

想（各 1分，共 3分）

撕开“笼子”的作用：把人和人性从宗教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文主义产生和发展，

促进近代欧洲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摆脱精神枷锁；（答两点 2分）

撕裂“笼子”的作用：否定等级特权和封建专制制度；（1分）

关进“笼子”的意义：为未来民主制度建立和权力正确应用奠定理论基础。（2分）（必须

对应撕开、撕裂和关进，回答意思一致，即可给分）

（2）典型国家：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逐渐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议会和内阁分

掌立法和行政大权，相互制衡。（4分）（或：美国，总统制共和制，中央中枢机构国

会、总统和高法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并相互制衡，联邦制下中央和地方分权）

政治实践意义：巩固社会转型的成果，为民主制度运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防止专

制独裁，最大限度地消除因权力滥用而产生的腐败，实践了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

治理念（答 2点 4分，意思一致即可给分）

【解析】

（1）因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在 14-16世纪主要表现为天主教会及神学统治，所以（枷锁）

“笼子”（甲）就是天主教神学；17-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强，

教会特权、专制王权及其专卖制度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希望独掌国家政

权，所以“笼子”（乙）就是教会特权和专制王权，“笼子”（丙）就是提出民主制度构想；

启蒙运动为未来社会提供构想中，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构

想。“撕开”的意义在于，打破天主教会神学束缚和精神独裁，解放任性和思想，促进

资本主义发展；“撕裂”的意义在于理论上否定旧制度，为新制度下限制权力提供制度

构想。

（2）限制权力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英、美。如回答英国，就从政体名称、国王、议会和内阁

的权限说明；如回答美国，从政体名称、中央中枢机构、中央和地方分权制衡说明。

其意义从巩固转型成果，保证民主制度良性运作和实践宪政理念作答。（答题意思与参

考答案一致或言之有理即可给分）

42．【答案】



示例：题目：欧洲最先步入近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分）

论述：14、15世纪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意大利的一些工商业城市出现资本主义

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产生，为文艺复兴奠定经济和阶级基础；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人文主

义的兴起催生了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殖民扩张。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推动了西欧社会

的转型，拓宽欧洲人的视野和科学研究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产生和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

提供阶级和思想条件，宗教改革打击天主教会权威和势力，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它

反过来又加速对外扩张，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

总之，资本主义产生、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及民族君主国的形成，这些因

素交互作用，促进欧洲社会转型，最先迈出中世纪。（10分）

【解析】

材料核心思想是欧洲最先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原因，而且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题

目拟定要按照这个中心。论述中多个因素中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

的原因，并了解这几个因素的发生时间及因果关系，资本主义产生于 14世纪，文艺复

兴较之稍后，地理大发现在 15世纪末，完成于 16世纪初，宗教改革始于 16世纪初，

民族君主国兴起时间较长，从十三、十四世纪至十六、十七世纪不等，根据其发生的时

间先后揭示其因果关系，最后得出结论。

43．【答案】

（1）日益扩大（1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落后的交通工具；（1分）资本主

义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2分）

（2）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及宗教神学观念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2分）

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神学世界观受到批判，人的地位提升，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肯

定。（2分）

19世纪：西欧出现科学革命、政治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业革命，在世界

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3分）

（3）为西欧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为侵略战争辩护。（1分）

【解析】

（1）观察表格可知，世界范围“日益扩大”，相对隔绝的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而导致的“交
通工具落后”；连为一体主要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

（2）中世纪史观及原因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文艺复兴时期史观是其核心

思潮所致，成因是文艺复兴的影响；19世纪史观及原因，是欧洲政治、经济和科技文

化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及欧洲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作用在欧洲史学家意识上的反映。

（3）该论点的本质在于：既然西欧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就应该统治落后的民族，为

其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