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连市高三一模测试卷

历史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本试卷分第1卷（选择题）和第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100分，考试时间7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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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境内都有其他国家的货币。燕地出土有赵、韩、魏的布币和齐、赵的刀币；赵地出土有

韩、魏的布币和齐、燕的刀币；巴蜀地区还出土过燕国的刀币。这反映了战国时期

A.长途贩运的兴盛

C.货币统一的缺失

B.商品经济的发展

D.货币流通的广泛

2．公元前142年，汉景帝下诏将进入政府任官的财产资格由最低十“算”（每1万钱价值的财产为一个

“算”）降低至四“算”。这

A.扩大了官员选拔的范围

C.打击了大族的仕途垄断

B.加剧了卖官鬻爵的现象

D.推动了察举制度的确立

3．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兄长研学儒家经典，弟弟奉佛且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刘知古曾在成都

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像，时任宰相张说评论：“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

之一致也”。这体现了当时

A.宗教信仰多元发展

C.信仰危机普遍出现

B.刘氏家族关系和谐

D.文化政策相对宽松

4．乞留是宋代朝廷听取民众舆论、考察和选拔地方官员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胡瑗在地方有德政，离开

时百姓遮道乞留，胡瑗严辞拒绝，理由是作为地方长官不能违背君主之命。胡瑗的做法

A.反映了民本思想

C.维护了中央权威

B.质疑了乞留功效

D.强化了地方治理

5．明朝《问刑条例》规定：“兴贩私茶，潜在边境，与藩夷交易，不拘斤数，连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

瘴地面充军”。由此可知，明朝

A.严格限制海上贸易

C.有效保障市场秩序

B.致力于保护私营工商业

D.严厉打击对外私贩商品

6．《清实录》中“一体”一词出现过8435次，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皇太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

康熙“视四海一家、中外一体”，“满洲、汉军、汉人，朕（雍正）俱视为一体并无彼此分别”。这反映

了清前期

A.继承发展了“大一统”思想

C.消除了民族间固有基本矛盾

B.实现境内无差别一体化发展

D.在开疆拓土中实现国家统一

7．《资政新篇》提出，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通的人才需施以“三宝”教育。宗教道德教育为“上宝”，



火船、火车、连环枪、量天尺等为“中宝”，文学艺术、诗画美术为“下宝”。这表明，《资政新篇》

A.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

C.体现出农民阶级革命的需求

B.具有初步近代化的治理理念

D.注重消除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8．表1为1924年7月和1925年7月英国对华输出对比表。产生变化的原因有

表1

物品
1924年7月英英国输华情况 1925年7月英英国输华情况

数量增减百分比／％
数量 价值／镑 数量 价值／镑

棉纱 74200磅 16114 42400磅 692 -43

铁条等 2020吨 21735 529吨 10 586 -74

烟及烟草 154 406磅 78 019 42715磅 4 227 -72

肥皂 334 000磅 8023 85900磅 2254 -74

纺织机械 254吨 31015 71吨 15 872 -72

①世界经济危机

③国民革命运动

②提倡国货运动

④实行法币政策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9．《新华日报》是1938-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期间，《新华日报》记者与国民

党、中间党派报社记者常以私人交往形式进行讨论，互通采访线索与消息。这

A.有利于开展全民族抗战

C.有利于根据地思想统一

B.旨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D.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各阶级利益

10.1951年7月3日，《东北日报》报道：“辽西省各市、县人民积极订立爱国增产捐献计划。到六月三十日

为止，各市、县初步确定在半年内增产捐献飞机（战斗机）三十架，大炮、高射炮共五门”。这体现了东

北地区

A.人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C.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B.军事工业迅速发展

D.一五计划顺利实施

11.1979年，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了生产队的鱼塘，获利后他雇工扩大经营规模，这一做法因违背上级文

件而引发众多争议。后来《南方日报》发文肯定了这位生产能手。上述现象反映了

A.改革初期政策的不断调整

C.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创造性

B.经济建设在全面探索中曲折发展

D.改革实践推动思想解放逐步深入

12．公元前10世纪，亚述国王将被征服地区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迁往各地核心区域，除定期服国家劳役外，

他们还须参与修建和维护运河、祭祀运河神等活动。这些做法

A.宣扬了君权神授

C.加剧了对外扩张

B.强化了身份认同

D.发展了商品经济

13.16世纪，路德提出“两个王国”理论，即“属灵”王国和“属世”王国，两者在相关的权柄领域内各

司其职、互不统辖、互不干涉，共同管辖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一理论

A.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

C.构建了理性王国的蓝图

B.有利于西欧社会的转型

D.直接引发欧洲科学革命

14.18世纪下半叶，英国涌现出大批自助式的科学团体，如工艺学会、皇家学会等。一些科学家、企业家



如罗巴克、瓦特、乔治等经常出入于这里，讨论生产实际问题。这反映了

A.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

C.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B.自由主义思想盛行

D.科学与生产相结合

15.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五年计划，欧洲大多数人士认为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到30年

代初期，大多数观察家意识到“改变前俄罗斯帝国政治和社会的剧变”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这一转变

A.推动了国际关系走向缓和

C.基于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

B.表明对欧洲制度失去信心

D.为东欧国家改革奠定基础

16．图1为冷战时期的一幅苏联漫画（图中领结图案为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国旗）。该漫

画意在说明

A.西欧国家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

B.美国控制二战后世界格局

C.苏联的国际政治话语权被挤压

D.冷战格局下美苏互相攻击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4小题，均为必做题，共52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分布和食用价值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所熟知。《诗经·陈风·衡门》一诗

中对鲤鱼的记载，将其视为美味的代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

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此后历代不断有对鲤鱼烹制方法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之外，黄河鲤鱼也

进入各类中医文献中，大量药方将鲤鱼肉、眼、鳞、鳔、尾等入药，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鲤鱼在中

华文化中有自己的独特地位。蔡邕最早在词中创造出鲤鱼传书的典故，鲤鱼作为书信代名词的记载，在后

来的历史时期延续，并逐渐普遍化。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往往将鲤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归入到“灵异”

之类的文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太平广记》中记述的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和传说。李白在《赠崔

侍郎·其一》中也称：“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因“鲤”“李”二字同

音，李唐统治者们对此颇为在意，一度禁捕鲤鱼。鲤鱼成为祥瑞，自唐以后已经基本定型。

--摘编自武强《历史地理变迁语境下的黄河鲤鱼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鲤鱼在中国古代的主要价值。（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鲤鱼在中华文化中独特地位形成的原因。（6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分）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

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

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

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

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

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分析安全威胁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深刻

思考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

的国家安全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

新特点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

提出了以普遍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摘编自曹峻《试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及意义。（11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3分）

材料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岛，日耳曼习惯法成为

当时英国法律的主体。为实现政治统一，英国国王先后对一系列习惯法进行整理、汇编。1066年，诺曼底

公爵征服英国，建立了诺曼王朝。．．．．．．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年-1189年）是英国普通法发展的重要

时期。首先，巡回审判制度得以扩展，剥夺了地方的司法管辖权，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为司法的统一奠定

了基础。其次，完善王室法庭体系，国王建立了专职的王室法庭，不断扩大其司法权限，逐步削弱过去遗

留下来的地方公共法庭和封建领主法庭的司法权。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被吸收到王室法庭中，原先分散的

地方习惯法逐步融为一体，形成了通行全国的普通法。最后，亨利二世将令状制度和陪审制引入司法诉讼

程序，这在本质上是依靠人的理性进行调查取证并作出裁判，逐渐取代了先前存在的神明裁判和决斗等落

后的裁判方式。这一切使司法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普通法的形成。

---摘编自孟子群《探究英国普通法的形成条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普通法形成的条件。（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普通法的积极影响。（7分）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后发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赶超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其理想路径是从技术引进开始，历

经复制性模仿、创造性模仿，最终实现自主性原始创新。图2是作者绘制的后发国家实现自立自强的模型

图。

--摘编自周代数等《迈向科技自立自强》

结合相关历史知识，紧扣图2中所示的一个或多个逻辑线索，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

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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