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师大附中 2023届模拟试卷(三)
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D C D B D B A D C B A B A C D D
1.D【解析】根据材料“共(恭)行天之罚”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启认为自己行天之罚，表

明其借助神权达到自己的目的，故选 D项；甲骨文标志中国成熟的汉字出现，排除 A
项；黄帝和炎帝结盟出现于夏朝成立之前，早期国家尚未出现，排除 B项；材料并未说

明禹会诸侯时在夏朝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无法说明夏朝的统治疆域延伸情况，排除 C项。

2.C【解析】根据材料信息可知，材料中的养生体育运动导引图反映了练习者利用肢体、

攀悬、跳跃并结合人体呼吸运动，有些模仿动物做出姿态各异的动作，用来医疗和保健

身体，说明中华先民对卫生保健的探索重视，这体现了珍爱生命的精神，故选 C项；材

料反映的是医疗体操的具体内容，据此得不出医疗体操开始的时间，排除 A项；引导图

看不出医学的突飞猛进，排除 B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中导引图的时间是西汉早

期，当时百姓生活并没有美好富足，且无法从材料中直接推断出来，排除 D项。

3.D【解析】西魏政权将汉族地主及将领纳入鲜卑族姓氏，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双向性的

特点，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故选 D项；根据材料可知，宇文泰主动拉拢汉族地主及

将领，形成了以宇文泰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加剧了地方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排除 A
项；宇文泰“赐复胡姓”不是废汉姓，不掌管府兵的汉族士人和百姓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姓

氏，既满足了鲜卑军人的“反汉化”思想又使得汉族对鲜卑族的排斥情绪也有所降低，民

族融合得以进一步加深，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史实不符，排除 B项；南北朝时期门

阀士族势力逐渐走向衰落，导致了世家大族兴起与史实不符，排除 C项。

4.B【解析】根据材料联合家庭占比由 10.4%到 51.2%,可知联合家庭的占比变大，根据

所学知识可知，780年，唐朝颁行的两税法主要以资产多少为收税标准，改变了以人丁

为主的税收原则，因此农户隐瞒户口的现象减少了，家庭规模也扩大了，促使农民家庭

人口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庭整合，故选 B项；小农经济衰退和瓦解始于鸦片战争，与材

料时间不符，排除 A项；敦煌不属于中原地区，排除 C项；精耕细作指提高单位面积

土地产量，材料并不能得出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排除 D项。

5.D【解析】根据题干中“把中国古代疆域的直辖范围由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东

部亚洲—河西走廊—安西四镇一西域的‘棒槌形’扩展为‘母鸡形’”可知，该王朝是元朝，

结合所学，其设置宣政院统辖吐蕃与佛教事务，故选 D项；据所学，西汉政府设西域都

护府管辖西域地区，排除 A项；据所学，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分

裂割据的局面，排除 B项；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定型是在明清时期，排除 C项。

6.B【解析】根据材料“其中由士阶层和边缘层(无功名之儒生文人)作为事件主要领导者

的比重最高”可知，太平天国运动否定儒学和科举，冲击了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

引发了传统士绅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故选 B项；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潮流

日益证明传统知识分子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排除

A项；太平天国运动注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排除 C项；“无功

名之儒生文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不属于新思想的范畴，排除 D项。

7.A【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严复和陈独秀分别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激进派的代表

人物，严复通过宣传进化论思想来宣传变法，陈独秀通过进化论宣传民主与科学，两者

都通过进化论宣传启蒙思想，救亡图存，故选 A项；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严

复和陈独秀均通过进化论寻求救亡的途径，宣传进化论是方式，并非目的，排除 B项；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大大激发了国民的民族抗争意识，资产阶级通过提倡“尚力”来



强健国民体魄，坚毅国民精神，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因此严复和陈独秀提出的“尚力”
与战国时期墨子的重视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尚力”不同，排除 C项；陈独秀代表资产阶

级激进派的利益，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并非营造维新氛围，排除 D项。

8.D【解析】根据材料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中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江

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长征沿线的省份，该

革命活动为长征，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故选 D项；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

动统治的是国民大革命，主要战场在湖南、湖北，与图片地点不符，排除 A项；开辟了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图片地点不符，排除 B项；基本摧

毁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的是三大战役，与图片地点不符，排除 C项。

9.C【解析】1964年中法建交，与此题时间不符，故 A项错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

发，美苏在 20世纪 60年代的争霸态势并没有缓和，故 B项错误；20世纪 60年代中苏

关系恶化，中美仍处于敌对状态，为了打破外交孤立，我国在注重发展与亚非拉美友好

关系的同时，开始认识到与西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故 C项正确；中国外交取

得重大突破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故 D项错误。

10.B【解析】新词汇涉及代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词语，折射出改革开放后逐渐突破

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所以选 B项。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

体制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排除 A项；我国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生产

关系没有出现根本性变革，排除 C项；词语不能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排除 D项。

11.A【解析】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土地不被兼并，从而稳定城邦政治的核心力量，

即公民的数量相对稳定，有利于城邦的稳定，故 A项正确。

12.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中世纪晚期，君主税权扩张，与税收相关的政治实体和机

构的权利得以增强，这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故选 B项；材料体现的是

税权的转移强化了君权，进而为近代国家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不是中央集权，排除

A项；农奴和自由农民向领主缴税强化的是地方领主的征税权，与材料题意相反，排除

C项；材料没有涉及税权变化对庄园经济的影响，材料主要涉及税权变化对政治的影响，

排除 D项。

13.A【解析】根据材料“高顶礼帽开始向民间传播……它已普及至所有的社会阶层”可知，

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逐渐淡化了社会阶层意识，促进了高顶礼帽向各阶层

的推广，故选 A项；启蒙运动率先在 17世纪的英国爆发，19世纪已经逐渐向德国等欧

洲其他国家传播，排除 B项；阶级关系的模糊是表现而非原因，排除 C项；“高顶礼帽

最初曾是显示上流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说明高顶礼帽是英国本土的文化现象，不涉及

其他国家的交流传播，排除 D项。

14.C【解析】根据材料可以看出，这一航线的中心点在中国，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新航

路开辟之后，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丝银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C项正确。材料不

仅仅涉及海上丝路，还涉及陆路，排除 A项；通过材料无法看出大西洋三角贸易的路线，

排除 B项；从贸易路线看，当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排除 D项。

15.D【解析】据图可知，在 19世纪初期出现殖民收缩期，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出

现另一个殖民收缩期，第一个殖民收缩期是因为拿破仑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殖民地国家

的军事力量，第二个殖民收缩期与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国家的实力有关，所以两次

殖民收缩期的共同原因是战争削弱宗主国力量，故选 D项；第一个殖民收缩期 19世纪

初期并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排除 A项；从 19世纪初期到二战结束前，世界格局的

中心仍旧是欧洲，并没有国际格局的重新构建，排除 B项；19世纪初，英法等国家正

在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殖民帝国并没有走向衰落，排除 C项。

16.D【解析】材料强调族群存在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合理的，说明材料中的



观点尊重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故选 D项；欧洲文化是美国的主流文化的说法错误，美利

坚民族是由多个族群混合形成的，排除 A项；材料说明的是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而非将

世界不同文化都融合为美国文化，排除 B项；材料正视了美国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并尊重这一现象，因此忽视的说法不成立，排除 C项。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小题，共 52分。第 17题 14分，第 18题 14分，第 19题 12分，

第 20题 12分)
17.(1)相同：中央政府与各民族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边

疆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民族关系处于大交融的发展阶段。(任答两点，言之有理即可，4
分)
不同：唐朝政府与部分民族政权并立，尚未形成直属中央的关系；清朝将西藏等边疆民

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管理之下。唐朝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多样，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

州等并存；清朝将军辖区、办事大臣等设置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唐朝边疆内地呈现民

族大交融局面；清朝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渐趋稳

定。(任答两点，言之有理即可，4分)
(2)历史渊源：

①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

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

②旧中国各少数民族长期遭受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③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在红军长征时期，与所经之处的少数民族结下深厚友

谊。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按照民族平等原则，提出“建
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7年，在新解放的内蒙古地区成立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④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 1984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立、完善和发展。1997年党

的十五大将这一制度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任答

三点即可，满分 6分)
18.(1)第一套人民币发行背景：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形势的发

展急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来代替原来根据地和解放区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货币。(2分)
意义：统一全国货币；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分)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基本建立；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经济实现统一；原有人民币的弊端凸显。

(任答两点即可，2分)意义：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制度，促进经济发展。(2分)
(2)参考答案示例：

论题：货币折射时代特征。(2分)
论述：货币是时代的产物，也折射出时代的特征。

人民币是中国的名片，票面的样式、图案、装饰等都反映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如 2元券背面景框源自故宫的窗棂，3元券背面的边框取自敦煌壁画中飞天的飘带，都

体现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因素，折射出新中国建立初期，领导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与

喜爱。(2分)
人民币体现了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成果斐然。如第二套人民币辅币中的汽车、火车、

拖拉机等图案展现了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突出了工业化主题，反映了我国实

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2分)
(从“革命传统”“民族团结”“政治色彩”等角度论述均可)
19.(1)不同：秦汉文书档案管理主体是国家，古罗马可以是个人；秦汉文书档案主要为



国家服务，古罗马档案很多被收录进城市法典，用于司法审判。(4分)
(2)变化：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到屈辱外交；对近代外交准则从排斥到接纳。(4分)
(3)体现：遵从宪法，总统和国会保持制衡的关系；废除具有君主专制色彩的仪式。(4
分)
20.评分标准

参考示例

示例 1(肯定意见):
观点：该学者所提的四个要素推动了 1500年后的西方世界的兴起。(2分)
论证：政治：近代西方国家普遍确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如英德的君主立宪制、美法的

民主共和制等，以民主取代了专制，通过议会立法等手段，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济：近代西方国家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

业国的转变(近代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

经济的增长)。
法治：近代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和法

令，如美国 1787年宪法、法国《拿破仑法典》等，以法治取代了人治，通过法律保障

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社会：在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起的公民社会中，公民取代了臣民，人民拥有人身自由和民

主权利，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加速了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答出两个维

度 8分)
总结：综上所述，上述四个要素推动了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的现代化，使

西方在 1500年后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结构完整，书写工整，表达流畅，2分)
示例 2(修改意见):
观点：1500年后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因素还应该增加意识形态、国家模式、科教体制、文

化传统等因素。公众号：全元高考

论证：意识形态：近代西方国家先后开展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自由”“平
等”“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为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扫清了

思想障碍。

国家模式：随着民族主义的逐渐成长，近代西方较早形成了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至上

为特征的近代民族国家，它既调动了普通民众的建设热情，也成为各国发展的主导力量。

科教体制：16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兴起，继之在两次科技革命期间科学技术取得辉

煌成就，确立了西方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西方建

立起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使西方社会基本上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化，民众的人文科学素

质大大提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文化传统：近代西方继承了古希腊海洋文明的开放性特征，具有勇于开拓、善于探索的

性格意识，成为西方推动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乃至发明创新的精神动力。

总结：综上所述，该学者指出的四个要素并不能完整地说明 1500年后西方世界兴起的

原因，还应该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模式、科教体制、文化传统等因素。

示例 3(否定观点):



观点：该学者所提的四个要素没有导致 1900年后西方世界的衰落。

论证：政治：20世纪的民主浪潮和法西斯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重新巩固资本主义民主制

度，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如普选权在西方国家普遍确立，完善了资产阶级代议制。

经济：20世纪的历次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不断调整经济运行机制，如二战后西方国家普

遍确立起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滞胀”危机后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理论，均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法治：20世纪西方国家仍旧强调以法治的手段巩固民主制度、维护社会统治，如罗斯福

新政以立法的形式摆脱经济危机。

社会：20世纪西方国家大多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日益完

善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总结：综上所述，上述四个要素在 1900年后并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持续乃至强化，

西方世界并没有因此走向衰落。(“示例”只作阅卷参考，不作为唯一标准答案)
【解析】观点方面，根据材料中“某西方学者指出，‘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
犹如四个长条黑匣子，是构建西方文明所需的四大支柱”可知，该作者的观点为民主、

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是构建西方文明的四大要素。根据 材料中“在这些代表

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黑匣子内部，有着高度复杂且互相关联的制度在发挥着作用。

1900年后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使西方世界像明清时期的中国那样，正在走向沉沦”
可知，作者认为：制度的构建对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的运转意义重大。根据材料“正
是因为这些制度优势，使得公元 1500年后西方社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可知，作者认为：

四大支柱与欧洲文明的盛衰关系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