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历史（文科）试卷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页 共 8 页

长安一中 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历史（文科）试题

时间：100 分钟 分值：100 分

注意：本试题分为第Ⅰ部分（选择题）和第Ⅱ部分（非选择题），第Ⅰ部分（选择题）作答完成后用 2B

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纸相应位置。第Ⅱ部分（非选择题）用黑色墨水签字笔作答在答题纸相应位置。

第Ⅰ部分 选择题（每题 1.5 分，共 45 分）

1．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将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侯分布之地

统称为“区夏”。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

“诸夏”，常以“中国”称“诸夏”。这些做法

A．加强了西周的中央集权 B．扩大了西周的统治区域

C．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 D．有利于华夏民族的形成

2．自明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

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

了契机。这一变化旨在

A．提升内阁地位 B．助推君主集权

C．提高行政效率 D．削弱六部职权

3．在古希腊，大多数城邦禁止男子独身，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告诫雅典青年应该在

30—35 岁时成婚。公元前 18 年，古罗马通过了《朱里亚婚姻法》，规定 25—60 岁的

男子必须结婚，违犯者将丧失自由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

A．剥夺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B．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C．凸显集体利益至上理念 D．维护了其民主制度的长远发展

4．如表是美国 1787 年宪法关于“禁止权”的规定。这些规定

禁止联邦政府行使的

权力

未经州的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一州在参议院的平等代表

权，不能变更州的边界；间接税必须划一，直接税必须根

据各州人口比例分配

禁止州政府行使的权

力

未经国会同意不能与外国签订条约或协定；不能征收进口

税；在和平时期不能保有军队和战舰；不能发行货币；不

能违背联邦宪法和妨碍执行联邦法律

既禁止联邦政府又禁

止州政府行使的权力
不能征收出口税；不能授予美国公民贵族头衔等

A．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原则 B．推动了美国集权政治的形成

C．践行了自由平等的原则 D．加剧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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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5 年，清廷诏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

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即着闵浙总督监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

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据材料判断，清政府

A．加强治理东南开埠的地区 B．认识到东南海疆战略地位的重要

C．开始探索国家发展的出路 D．加强了中央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

6．1913 年 2 月，孙中山在日本演讲时说：“中国革命事业，实全国人民心理所成。而其所

以共和建国之理由，盖因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之战事，皆为少数人争皇位之战争，其最

强者，灭除其敌人，而自立为皇帝。”这表明，孙中山

A．坚持共和的信念 B．争取民众对大革命的拥护

C．反对袁世凯称帝 D．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7．1920 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佩孚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醒，不可

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

则庶几矣。”这一言论

A．反映出五四运动的影响 B．说明劳工利益得到了保护

C．体现了民主的时代潮流 D．表明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

8．1930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认为，全国范围内己有“直

接革命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

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这一决议形成的主

要原因是

A．敌人内斗带来了有利契机 B．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

C．过于乐观地估计革命力量 D．敌我力量对比的显著改变

9．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民主选举中，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顺利行使选举权，边

区政府采用了画圈、画杠、碗里放豆等多种选举方法。当时，许多足不出户的老太太

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现场参加选举。这些做法

A．完善了民主选举的实施程序 B．改变了边区政府的政权性质

C．推动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 D．壮大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力量

10．有学者提出，“一国两制”作为探索国家统一的理论，与我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紧

密相连，可以分为国家统一中的“一国两制"（1949—1997 年），国家治理中的“一国

两制（1997 —2017 年）和民族复兴中的“一国两制”（2017— 2049 年）。 由此可知，

“一国两制”

A．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 B．完善了人民民主制度程序

C．以和平方式实现了祖国完全统一 D．是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

11．肯尼迪政府（1961—1963 年）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加大，实施了粮食用于和

平计划、援建沃尔特河大坝、开展与发展和经济相关的技术援助项目。美国加大对非

洲援助的主要目的是

A．推动非洲经济发展 B．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

C．抵制民族解放运动 D．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

12．21 世纪初，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着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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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描绘出一幅海陆交相呼应的新蓝图，开辟了沿线各国

政策沟通、道路畅通、贸易联通、民心相通新途径，并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新合作模式。这些举措旨在

A．构建新型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B．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C．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D．贯彻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3．下图是山东泰安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农人除草图》（摹本）画像石中所刻画的禾稼，

像是在茁壮成长的高粱苗。锄头上肩稍窄有登，下部呈板镬状。这种器身较窄的板状

锄，在耘锄稠密的株垅时，不易碰伤禾苗。这可以用来佐证当时

A．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 B．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

C．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D．政府重视粮食的生产

14．商人历来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但到了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文坛领袖王世贞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

这位朋友回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一变化表明

A．重农抑商政策发生变化 B．商人政治地位大大提升

C．经济发展冲击传统观念 D．士商勾连影响社会风气

15．1600 年，伦敦商人组建东印度公司，并获得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公司最初不雇佣政

客，用和平方式谋求商业利益。到 17 世纪下半叶，大批政客和军事人员进入公司，“手

持刀剑做生意”成为信条。这变化主要是由于

A．主流经济思想的改变 B．政治体制与统治集团的变更

C．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 D．国家意志与商业利益的结合

16．20 世纪初民族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仅 1905 年一年内新增织布厂 9 家，稍后几年新办

纱厂 9 家。面粉工业发展更迅速，1904—1905 两年间上海、汉口就增设 10 家面粉厂。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

A．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的产生 B．得益于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

C．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 D．改变了近代工业区域分布格局

17．1929 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几年间先后有 40 个国家实行外汇管制，56 个国家实行货

币贬值，76 个国家提高关税率，导致出现了各种货币集团和经济集团。1933 年 6 月，

66 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稳定货币，实行关税休战，结果不但没有成

功，反而使各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由此可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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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国经济联系中断 B．世界经济缺乏规则

C．区域集团化成趋势 D．国家干预成为主流

18．1926—1927 年苏联所需要的机器设备超过 1/3 依赖进口，到 1932 年进口机器设备的

比重下降到 13%，1937 年则只占 0．9%并开始向国外出口机器设备。这说明

A．经济危机阻滞西方对外贸易 B．经济政策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C．西方加强对苏联的经济封锁 D．新经济政策推动工业化进程

19．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天津市 12 个工业企业实行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企业对

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经济承包；企业实行“包”“保”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企业内部

针对薄弱环节、关键工序进行单项经济承包，主要有产量承包及新产品开发承包和成

本降低承包。这些做法

A．主旨是增强企业活力 B．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缩小了城乡经济差距 D．率先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20．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湖北省某地的地名变迁：1960 年，湖北省黄冈地区鄂城县石山人民

公社七里界大队第五小组；1983 年，湖北省黄冈地区鄂城县石山乡七里界村第五小组；

2001 年，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山镇七里界街道 5号。上述记载可以用于研究当地

A．城市化发展的状况 B．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C．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D．城乡间差距的缩小

21．据统计，到 1949 年，欧洲新出现的跨国利益集团组织多达 48 个，有的靠行业属性联

合，有的靠生产者、消费者等身份属性联合。其中，法、德、意、比、荷、卢六国的

跨国组织中最活跃，经济社会力量在行业层面的联合也更为深入。这一现象的出现

A．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B．促进了马歇尔计划提出

C．根源于美欧经济联系加强 D．开启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22．1973 年，针对欧佩克实施的石油禁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联手成立国际能源署，要求

成员国至少储备 60 天的石油；80 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又将储备期增至 90 天。上述

举措旨在

A．应对趋于严峻的国际形势 B．构建能源安全保障机制

C．顺应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 D．掠夺第三世界战略资源

23．唐代服装以青绿为主色调，配与朱红、朱黄等色调，其色泽明快、浓烈色彩展示了社

会生活的勃勃生机与热情奔放；而宋代服饰以色泽简素之雅的淡蓝为主色调，崇尚素

净温润、闲散淡远、顺万物之道的自然美。这一变化源于

A．主流思想的审美意趣影响服饰美学

B．以服饰明礼制的文化元素渐趋消亡

C．服饰文化从多元开放走向平淡内敛

D．服饰的流行色调受纺织水平的影响

24．据史料记载，宋太祖亲自为精通天文历法的官员王处讷编制的新历作序并赐名《应天

历》；宋徽宗奖励注释考证了当时通行《算经》的算学生武仲轩；朝廷出台一系列制

度，根据医者的水平和成就予以奖励。这反映了宋代

A．政府重视科技发展 B．科学技术非常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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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科技水平超越前代 D．科学技术服务生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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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注重意境的绘画风格

C．凸显社会矛盾的尖锐 D．体现了崇尚勇武的时代风貌

26．公元前 5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编写《历史》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对史料

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并且说“我的职责是记叙人们向我叙说的事情，但相信一切

并不是我的责任，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我的整个这部书”。希罗多德的修史理念

A．否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 B．体现了理性著史的精神

C．开始了古希腊史学研究 D．推动了史料搜集的展开

27．下图为两幅美术作品，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都注重对植物细节刻画 B．都有情感价值的体现

C．都具有反对传统的特点 D．都注重光和色彩变化

28．1866 年，洋务派创办的同文馆拟添设科学班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顽固派则宣扬学习

西方是“奉夷为师，变而从夷，师事仇敌”。在这种言辞影响下，投考科学班的人员

仅 72 人。这说明当时

A．华夷观念妨碍了西学传播 B．争论焦点是西学的价值

C．中体西用难以推动近代化 D．两大派别的出发点不同

29．1918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集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也发表演讲，

热情歌颂劳动者的价值。1920 年，《新青年》等报刊出版纪念劳动节专号，一些专为

劳动者创办的刊物出版发行。一时间，“劳工神圣”“劳农神圣"的口号响彻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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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此举意在

A．为社会变革寻找新的力量 B．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C．动员群众参加国民大革命 D．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0．2010—2020 年，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超 52 万件，中国专利申请量为 389571 件，

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的 74．7%。这反映出我国

A．对外开放向深层次发展 B．人工智能创新飞速发展

C．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D．高等教育水平世界领先

第Ⅱ部分 非选择题（55 分）

3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3 分）

材料一

1919 年 1 月，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政府组织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并实行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

1921 年 3 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的报告，所有农户在缴纳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处理剩余的粮食，政府允许农民和小手工业

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粮食税政策受到农民的欢迎。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材料二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但分散的小农业增加生产和提

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粮食形势日渐紧张。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

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政务院于 1953 年 10 月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

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规定“一切有关粮食经

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

部门领导”，要求“城市居民购得国家计划供应的粮食，如有剩余或不足，或由于消费习

惯关系，须作粮种间的调换时，可到指定的国家商店、合作社卖出，或到国家设立的粮食

市场进行相互间的调剂”。

——摘编自张衍鲁、李慎令《苏中建国初期粮食政策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20 世纪 20 年代苏俄粮食政策的变化。（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粮食政策的特点。（4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苏两国制定粮食政策的共同之处。（5分）

32.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6 分）

材料一

儒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文生态系统的基础，自然生态

系统的解决又依靠良性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建立，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

合一”的境界。个人生态问题的重心在于通过修身解决心身关系问题，进而解决社会生态

问题以根本解决自然生态问题。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

简单的不杀生，强调“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儒家经典强调，必须制定相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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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规来保护生态资源，禁止人们随意砍伐树木、捕鱼捉鳖。儒家思想认为，天地之间

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但只有运用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

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国家应该设置专门官员来管理自然资源的开发。

——摘编自乐爱国《儒家生态思想初探》等

材料二

1973 年以来中国生态观念的的变迁

年份 生态保护主要观念

1973—1981 年 首次打破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观念

1986—1991 年 首次提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992—1996 年 首次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

1997—2001 年 首次提出源头保护和自然恢复

2007—2011 年 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科学发展观；

2012—2016 年
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放在同等重要位

置

2017 年至今 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侯鹏、高吉喜等《中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生态观的内涵。（5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中外历史知识，概括 1973 年以来中国生态观念变迁的背景，

并分析生态文明理念提出的意义。（11 分）

3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是

美国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嬗变。

时间 代表形象 特征

19 世纪 西部牛仔

头戴宽檐帽，身穿牛仔裤，腰插双枪；他们富于正义感，

“枪法超群，骑术精湛，以除暴安良的侠举和独来独往

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奠定着一种‘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

相并存’的美国式神话”

1939 年 超人

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除恶惩奸，并拥有所有人梦寐

以求的超能力。超人身上集聚了所有伟大战士的优点，

充当着人类的超级警察和救世主

20 世纪中期 战争英雄 宛如一面旗帜，激励、引领着人民谱写民族精神、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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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赞歌

20 世纪末以

来

普通人的英雄

主义

英雄与凡人一样，有高尚的一面也有平凡的一面。其“高

尚的英雄品质令人肃然起敬”，而平凡的一面乃至缺点和

弱点又使人倍感亲切

——摘编自强云、许俊农《美国电影中“反英雄”形象的解构与重构》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

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3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 484～约前 420）所著《历史》，主要记述希波战争中

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

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

尔泰（1694～1778）著《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不仅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

而且突破自古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

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试图勾划一幅全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

景。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约前 145～？）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

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

半，司马迁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大体上就是中国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

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著史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19 世纪，魏

源（1794～1857）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50 卷，1842 年出版，

1847 年增为 60 卷，1852 年又扩充到 100 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

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

史与地理巨著。

——摘编自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所著史书的共同之处。（5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海国图志》产生

的历史背景。（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