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大连市高三适应性测试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题 3分，共 48 分）

1.D 2.B 3.A 4.C 5.D 6.A 7.B 8.C 9.A 10.B 11.C 12.D 13.B

14.A 15.C 16.D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17.（14 分）

（1）重农思想：勿夺农时；从实际出发，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主张节约，反对统治

者增加百姓负担；顺应天时使之为农业发展服务。（每点 2 分，任答 3点可得 6分）

（2）农业地位：农业是祭祀物质的保证；人口繁衍的依托；国事给养的来源；社会安

定的条件；财用增长的源泉；国力巩固的支撑。（每点 2分，最高不超过 6分）

民生角度：影响到民生的物质生活质量、精神需求质量（或答影响身心健康）。（2分）

18.（12 分）

（1）监察机关享有独立性；受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影响；借鉴西方监察制度（中

西合璧）；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服务于国民党独裁统治；（8分，任答 4 点

即可）

（2）增强监察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反腐利剑，

纯洁党员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4 分，任答 2点即可）

19.（14 分）

（1）变化：经济有所发展，但速度较慢，经济地位下降。（2分）

原因：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起义等造成社会动荡；战争造成的资金损失和赔款影响经济

和科技的发展；割地造成资源的损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设备陈旧，更新慢。（或者根据所

学答出奢侈品生产在法国工业结构中比重大、受贵族传统影响缺乏创新精神等也可得分）。

（每点 2 分，共 8 分）

（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加剧，

形成两大军事集团，掀起了新的瓜分世界的狂潮，最终爆发世界大战。（4分）

20.（12 分）

示例一：

13 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充满梦幻的想象。（2 分）

在 13 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方对彼此的了解较少。13 世纪蒙古西征后，欧洲的传教士、

商人、冒险家大批来到中国，促进了中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欧洲出现了关于中国的文学作



品，成为欧洲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途径；《马可·波罗游记》几乎狂

热的笔墨，构建了一个比当时欧洲更为文明、更为繁荣和富庶的中国形象。中世纪的欧洲，

贫穷、混乱、王权衰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文艺复兴的开展，新兴资产阶级渴望改变以

前的状况。（8分）

13 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梦幻形象，诱使着欧洲人对东方的财富充满向往，也激励

着人文主义者大胆挑战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积极追求现实的幸福和世俗的快乐。（2分）

示例二：

18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认为中国是落后的。（2分）

18 世纪中后期，欧洲尤其是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急需大量的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幅

员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首要目标；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以失败告终，

随后马戛尔尼在回国后整理的报告和发表的日记里，把大清朝描绘成落后和愚昧的形象；18

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落后西方，政治腐败，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后，为了维

护西方文明的话语权，西方侵略者将中国描述成“劣等他者”，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逐渐形

成了落后的形象。（8 分）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西方人较少关注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和对世界的贡献，而从

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以及中国人的样貌等方面，建构颓败的社会、腐朽的政体以及没落

的道德等中国形象，不利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2分）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