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2023届学业质量调研抽测(第二次)

高三历史试卷

(历史试题卷共6页，考试时间75分钟，满分100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学校、姓名、考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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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收回。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15个小题，每小题3分，共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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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篇》记载：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中原地区)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

革……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絃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

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这一现象

A.促进了中原地区统一市场的形成 B.彰显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区域经济

C.具备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经济因素 D.推动了士农工商阶层的社会分工

2.《史记》中居于列传之首的是没有什么事功而仅仅是因为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三国

志》传记的开篇也是功劳不大但由于重义轻利而与同窗“割席”的管宁。即使是普通百姓，特别是孝子贤

孙、节妇烈女，都可青史留名。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品评人物

A.以构筑民族认同为标准 B.深受儒家道德观念影响

C.体现宋明理学的价值观 D.具有英雄史观的局限性

3.唐人小说以描写达官贵族和名士贤媛为主，而在宋代，无论话本还是文言小说，普通民众中的小市

民、工匠、商贾、农民、医巫、僧道、店员、伙计、村姑、婢女，都能荣膺小说主角。这一变化，反映

了宋代

A.程朱理学兴起导致民众价值观念的改变

B.社会阶层流动增强加剧门第观念的淡化

C.印刷术的兴盛促进了书籍出版业的发展

D.商品经济发展带来文学受众群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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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朝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时代，《辽》 《宋》 《金》史由

多民族史学家共同编修；儒家经典著作译为蒙文出版。蒙古、契丹、女真人中涌现大批汉文

著述家，西域各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传播。这些史实说明，元朝

A.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

B.开创运用少数民族文字编修史籍先例

C.儒家学说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D.促进了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趋国际化

5.明清时期，棉花产地主要在中国北方。但北方气候干燥，不宜纺棉；.南方湿润，纺棉纤维

不易断裂，织成布匹，细密耐用。北方棉布多由南方输入。这一现象

A.有利于中国南方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推广

B.说明中国南方的自然条件明显优于北方

C.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

D.推动了国内市场交易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6.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发表《戒缠足会叙》，反对妇女缠足，呼吁男女平等，痛斥歧视、

损害妇女的行径。同时，熊希龄还成立“延年会”，要求会员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做体

操，婚丧嫁娶从简，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这主要反映了，维新运动

A.一定程度上冲击旧的官僚体制 B.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

C.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D.废除了中国旧的社会风气和习俗

7.下图为1930年《北洋画报》刊载的一则元兴茶庄广告。有关该广告的解读，正确的是

①具有爱国营销观念

②从商业视角宣传抗日意识

③反映出民国时期饮茶已成为大众行为

④注重产品外观、质量，以价格优势参与竞争

:

⋮



A.①③ B.①④ C.②④ D.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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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某次会议中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召开

的地点位于

9.据学者检索发现：1950年，“战争”一词在《人民日报》中使用频率达到高点，以后急

剧下降；“和平”一词使用频率在1953年后呈增长趋势；“建设”一词从1951年开始不断

增长，到1953年，“和平” “建设”两词使用频率呈同时增长趋势。这说明

A.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性逐步减弱

B.朝鲜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基本方针

C.中国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

D.中国就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达成共识

10.“十二五”时期中国三大谷物及大豆总产量与消费量(万吨)

品

名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总产量 消费量 总产量 消费量 总产量 消费量 总产量 消费量 总产量 消费量

小麦 11690 12375 12102 12500 10490 11375 11500 11500 11550 10395

玉米 18670 18125 19855 18575 21830 18890 21755 17805 21970 19300

大米 20080 19510 20430 19555 20610 19810 20765 19770 20665 19485

大豆 1449 6673 1305 7111 1220 7537 1235 8355 1215 8790

据表可知，“十二五”时期，中国主要粮食



A.总产量与消费量逐年稳步增长 B.供给与需求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C.供给数量与质量均有安全问题 D.总产量与消费量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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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里亚输入的商品中有印度狗、印度

牛和印度女子；梵语词汇“书”“笔”“墨水”源自希腊语，印度人曾说敬畏希腊科学家“像敬

畏神灵一样”。这表明

A.希腊文化的传入颠覆了印度人的科学观念

B.亚历山大帝国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C.战争客观上为区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契机

D.印度佛教的产生深受古代希腊文化的影响

12.14世纪中叶以后，出租自营地浪潮席卷西欧大部分地区，其主要形式是先把位置偏僻和土

壤贫瘠的领主自营地划成小块租给农民，而后逐渐将整个自营地都分成小块出租，甚至将葡

萄园也租出去。但有些封建主仍保留部分好地自己经营。出租领主自营地

A.表明西欧开始出现了土地租佃关系

B.固化了西欧封建社会的自耕农阶层

C.反映出领主对农民剥削方式的变化

D.导致西欧封建庄园经济的逐渐瓦解

13.19世纪初，英国农业劳动力人数仍多于工业劳动力人数，但到20世纪初，农业劳动力人数

已不足工业劳动力的1/5。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工业劳动者。这说明，工业革命

A.改变了社会劳动力结构 B.促进女性社会地位提高

C.导致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D.造成产业结构重大变化

14.根据1910年对各国股份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统计数字表明，英国有五万家这类公司，每家公

司的资本平均不足100万马克；德国有五千家这类公司，每家公司的资本平均超过300万马

克。这表明

A.统一之后的德国现代化发展迅猛

B.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C.德国生产与资本集中度超过英国

D.英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超过德国

15.下图反映的历史事件



A.影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B.反映了世界的全球化潮流

C.表明北约集团的不稳定性 D.冲击了冷战国际关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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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题共4小题，共55分。

1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6分)

材料一 二千余年基层管理体制诸多嬗变，大秦帝国确立的模式(乡官制度)基本不变：即

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基层管理结构。而且，

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发挥基层民众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功能。从秦汉时起，通过建

立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形成严密甚至残酷的监督体系。这种法家的

治民之术即便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后仍未放弃，在唐代的邻保之制、宋及明清的保甲法中，

不断地重现，足以说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治理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为抗日救国目标的实现

和满足边区人民的生活所需，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基层民主

自治制度，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治理匪患，安定秩序；整治烟毒，移风易俗；革除婚姻陋习等

等。边区政府还创新社会治理形式：减租减息，多方参与；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教育等。

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边区农村社会治理取得显著的成果。

——摘编自姜秀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推行“乡官制”治理模式的主要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措施所起的作用。(10分)

1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3分)

材料 英国地理学家查德·哈克卢特1599年发布《航海全书》，内含对中国所属疆域、边防

管理措施、税收制度、政治管理办法、农业状况等全方位的叙述。将我国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对

孩子教育的培养理念引入英国，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十七世纪，随着各国之间贸易的展开，我国

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开始通过海运流入英国皇室，英国的建筑也开始仿照中国，自

此刮起一阵“中国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哥尔斯密斯发表《世界公民》，表达了对中国完善

法制和道德准则的欣赏。十九世纪，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归国后发布《英使见乾隆纪事》，形容



中国为“傲慢野蛮、愚昧腐败”，严肃的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的形象在英国人

眼中逐步跌落至未被驯服的“蛮族”。

——摘编自董全悦《试论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近代欧洲人眼中，影响中国形象变化的主要因素。(8

分)

(2)根据材料，简要谈谈你对中国形象在近代欧洲人眼中演变历程的认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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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抗战时期，大批沿海工业内迁，据统计，1937年9月—1940年6月间，有254家民营

企业迁入重庆，还有政府所辖的9个兵工厂；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长江

一线与外部相连，长年多雾，使敌机模糊攻击目标，从而尽可能减少损失；1940年9月6日，国民

政府正式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从普通城市上升为战时首都，使得东部地区人才、技术大

量迁入；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政府第一期的工业政策”，规定军需厂矿优于民营厂

矿迁移，对于民营工业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奖励、协助等优惠政策和措施。

——摘编自邓玲《从抗战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看今日重庆经济腾飞》

材料二 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利用自身坚实的工业

基础优势，承接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在经济大环境不甚理想的背景下也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

水平，GDP增速更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以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重点，实行新时代全面开放战略，落地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政

策。重庆抓住机遇，建设“渝新欧”国际铁路，积极完善相关配套基础建设，成为中欧班列“先

行者”；并且积极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弥补不利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对外贸易劣势。

——摘编自熊玉洁《“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通对重庆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重庆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重庆直辖以来主要抓住了哪些机遇以促进自身发

展。(6分)

1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 科学从理性的角度创立了人文观念，文学等从情感方面把人文观念渗透到人类的灵

魂。科学思想像盏明灯，照亮整个人类社会，科学给人以力量；而人文思想像一颗明星指引人类

前进的方向。如果说科学给人以力量，人文就给人以方向。本来在人类精神世界当中，科学与人

文是一个整体。科学往往给人的是一种真，人文给人的是一种爱，就是说人们既能够懂得按规律



办事，又懂得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使人类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袁正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角度提出一个观点，运用相关史实予以论证。(要

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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