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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岳阳县新高考适应性测试历史试题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3 分×15=45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D A C B B D C A B

题号 11 12 13 14 15

答案 B A B A C

1．D【解析】据材料可知，中华龙特征从单一走向丰富，反映了中华内部不同文明在交

往交流中走向交融，故选 D项；材料无法体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走向融合，排除 A

项；材料主要呈现的是文明的融合，而非区域文明的差异，排除 B项；材料主要指中

华文明发展日渐丰富，而非图腾意识的强化，排除 C项。

2．D【解析】据材料“县乡三老并不是县廷属吏，没有禄秩，只是享受免服徭役的优待，

与县令、丞、尉共同教化百姓”可知当时三老虽然属于基层官员，但是在维持基层社

会教化和征收赋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选 D项；“扩大统治基础”是方式，

根本目的是加强基层治理以巩固统治，排除 A项；“地方自治”不合史实，且与封建

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相悖，排除 B项；西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儒家思想并不

受重视，排除 C项。

3．A【解析】秦汉隋唐时，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中唐以后，

海外贸易迅猛发展，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

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经济重心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故选 A项；自然

经济自鸦片战争后才走向瓦解，排除 B项；材料无法体现民族交融，排除 C项；秦至

唐宋政府未全面调整重农抑商的政策，排除 D项。

4．C【解析】据材料可知，宋徽宗时期发行的大观通宝和金世宗时期发行的大定通宝不

仅在形制上相同，并且在文字上也有相似之处，反映了宋金时期政权间交往交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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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明的传承，故选 C项；仅从两个铜钱的文字比较无法得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

排除 A项；两个铜钱上的文字均为楷书，与“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不符，排除 B项；

材料并没有述及这两种货币的铸造技术及其传承关系，排除 D项。

5．B【解析】据材料可知，顾炎武在文献记载中延续传统观念将葡萄牙写入南蛮范围，

故选 B项；材料中顾炎武在西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可以体现出实证精神，排除 A项；

明朝后期起，一些欧洲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明末清初的顾炎

武对东西方文明交流有一定的了解，排除 C项；材料中“在书写佛郎机（葡萄牙）时，

仍把它纳入南蛮序列”体现了顾炎武延续了旧的华夷之辨的观念，排除 D项。

6．B【解析】据材料可知 1894年中国近代工业工人的分布集中于通商口岸地区，这种现

象与中国遭受西方侵略，近代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发展有关，

故选 B项；汉口、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晚于广州、福州，但是工人人数却多于广州、福

州，所以不是因为通商口岸开放先后的差异，排除 A项；1894年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受到压制，近代工人集中于外商企业、洋务企业中，排除 C项；表格中没有这些地区

轻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无法判断以上地区轻重工业区域发展情况，排除 D项。

7．D【解析】据材料“隔着纱窗看晓雾，无法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

界限”“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在很

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可知通过三次论战，先进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增强了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故

选 D项；“结束了”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A项；“统一”夸大化而不合史实，排除 B

项；三次论战持续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排除 C项。

8．C【解析】据材料“不到三个月时间，制药厂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多种片剂、中成

药丸以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仅西药就生产约七十种药物，某些药物纯度达 97%”，

这提高了八路军的医疗水平，也极大地提升了军民的抗战信心，故选 C项；当时正值

全面抗战时期，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工农苏维埃政权存在于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排

除 A项；研制医药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无关，排除 B项；材料中不仅有中药

还有西药，且材料无法体现“理论水平”，排除 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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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解析】据材料“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并结合所学可知 1953年国家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一五

计划，属于为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故选 A项；“一五计划”为中国向苏联模式

学习，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于 1956年《论十大关系》，排除 B项；三大改造是生

产关系的变革，“长远利益”应该是发展生产力，排除 C项；重视改善民生实现共同

富裕属于题干中的“小仁政”，排除 D项。

10．B【解析】据材料可知，中外联合申遗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相

互理解和认同，故选 B项；联合申遗的目的并非推动传统贸易方式的复兴，排除 A项；

联合申遗没有打开世界贸易发展的新格局，排除 C项；联合申遗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

文明多样化发展，并非同化，排除 D项。

11．B【解析】据材料可知，虽然美洲和非洲文明不同，但两种不同文明却经历了相似的

发展历程，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故选 B项；A项不符合材料中“但他们都

经历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和统治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制

度的建立”的说法，排除 A项；美洲文明发展具有独立性，但材料强调美洲文明经历

了与非洲文明相似的历程，排除 C项；非洲和美洲文明的起源不同，排除 D项。

12．A【解析】1775—1783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经过独立战争摆脱英国统治。为避免重蹈

覆辙，英国调整了对印度的剥削方式，企图长久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故选 A项；

印度反英斗争的高涨是在 19世纪，排除 B项；“东印度公司的贪腐”是“之前横征暴

敛的强盗作风”表现之一，而英国人“一改之前横征暴敛的强盗作风”是为了维护英

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排除 C项；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于 1840年前后，排除 D项。

13．B【解析】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实力大增，加紧殖民扩张，

故选 B项；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运动，而“夏威夷”“菲律宾”

处于遥远的太平洋，排除 A项；南方废奴运动是 19世纪 3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北部兴

起的要求彻底废除黑人奴隶制的群众运动，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C项；材料不涉及文

明间的融合交流，排除 D项。

14．A【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在苏俄（联）发展过程中，西方长时间与之敌对，虽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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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期，双方有过合作，但西方国家对其仍不信任，因此二战后苏联和西方关系破裂

是必然的，故选 A项；绥靖政策只是西方与苏联关系的一个方面，材料主要强调西方

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变化，排除 B项；西方与苏联在二战期间进行了合作，排除 C项；

材料强调西方与苏联关系的变化，“苏联反法西斯作战是正义之举”体现的是苏联反

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排除 D项。

15．C【解析】面对西方国家的掠夺，产油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正当利益，对西方国家

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形成冲击，故选 C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极新力量为欧共

体、日本、中国、不结盟运动等，排除 A项；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是发展中国家登

上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排除 B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来自于亚洲、非洲、拉

美等地区，属于世界性经济合作组织，不能体现“区域集团化趋势”，排除 D项。

16．（14分）（1）由乡里组织行使国家权力（维护皇权的社会秩序）；政府与民间力量相结

合；基层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基层治理具有自我修复功

能，长期延续。（每点 2分，任答 4点 8分）

（2）救亡图存运动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思想的影响；近代社团的推动。（每

点 2分，任答 3点 6分）

17．（16 分）（1）帝国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重视文化发展；帝国经济繁荣，提供

坚实的物质基础；帝国地跨亚非欧，位置优越，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每点 2 分，

共 6分）

（2）变化：翻译内容由西方军事、自然科学为主到西方学术思想、政治文化为主；翻译

主体由官方的翻译机构到民间个体学者；翻译水平提高，由文字转述到结合国情时代的翻

译阐述，体现翻译者的学术思想主张。（每点 2 分，任答 2 点 4 分）

影响：促进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促进

洋务运动和近代工业发展；推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社会救亡变革运动的发展。（每点 2

分，共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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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分）示例：变化：鸦片战争至一战后，中国外交由被动走向主动（2分）

说明：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

晚清政府参与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交涉多为被迫割地赔款、损害主权的屈辱外交，中国传统

的朝贡外交体系逐渐被西方侵略者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取代。

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大型的多边国际会议，

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新的国家形象，并且参与了世界新秩序创建的过程。同时，巴黎和会上

中国向全世界坚定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要求。

总结：这反映了中国人尝试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了近代中国

外交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推动了中国外交逐渐与现代国际政治接轨。 （10分）

（“示例”仅作为阅卷参考，也可补充 1970 年代“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建交、中

日建交”等信息，结合 1950 年代的信息，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

19．（13分）（1）就业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采掘业，第二次工业革

命则更加广泛并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重化工业领域；

就业形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就业形势不稳定，第二次工业革命就业形势较为稳定并呈

现多样化；

就业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就业模式相对简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就业模式相对专业。

（每点 2分，共 6分。）

（2）示例一 论题：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原生型。（2 分）

论证：英国通过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使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

成熟，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建立起

资产阶级代议制，从而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市场、政体、技术等多方面

因素的推动下，英国爆发工业革命，1840 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工业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

业，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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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结论：由此可见，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经过长时间自发形成的。（1 分）

示例二 论题：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模式创新（2分）

论证：苏联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内部缺乏资本积累，外部面临资本主义威胁，

凭借国家强权的条件下展开的。苏联通过制定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并通过农业集

体化运动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最终形成以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开辟了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型工业化模式，苏

联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物质基础，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建设提供借鉴，影响深远。但其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缓慢。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4分）

结论：可见，苏联模式是在内部自发经济动力不足的条件下，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赶

超型现代化模式。（1分）

示例三：论题：中国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2 分）

论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内部经济贫困、外部世界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以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借鉴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

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推动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4 分）

结论：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是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实行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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