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秋季高三开学摸底考试卷 02【课标全国卷】

历 史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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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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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回。

第Ⅰ卷
一、选择题：本题共 24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第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

1．商代官职如史、祝、卜巫的职责几乎都与祭祀相关，都是祭神知天意，传达上帝、神对人间的指示。史、

祝、卜、巫本身就是王室的重要成员，他们甚至还可能获得王位；在整个周代，史、祝、卜、巫等神职人

员的工作由直接“祭天”、“问天”变成了对天子的祭祀活动的诠释，这一变化

A．反映了神权政治的淡化 B．适应了诸侯争霸的需要

C．促进了专制王权的形成 D．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商代实行神权政治，史、祝、卜巫的职责几乎都与祭祀相关，都是祭神知天意，

传达上帝、神对人间的指示，统治者借助神的名义维护统治；但在整个周代，史、祝、卜、巫等神职人员

的工作由直接“祭天”、“问天”变成了对天子的祭祀活动的诠释，说明周朝统治淡化了神权政治，更具人治色

彩，故 A项正确；材料与诸侯争霸无关，故 B项错误；这一变化有利于加强世俗王权，但形成不了“专制王

权”，故 C项错误；秦朝“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与材料主旨不符，故 D项错误。

2．由于秦之统一，从前华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随即消融，而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

会。全国人民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这主要说明秦的统一

A．使各民族生活习俗趋同 B．扩大我国疆域并形成基本格局

C．促使我国人口数量增加 D．使中华民族遂融凝会合成一体

【答案】D



【详解】据题意可知，秦统一后逐渐消弭了各地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说明中华民族逐渐融合

为一体，故选Ｄ；习俗趋同的说法过于夸张，排除Ａ；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秦统一后中华民族的合，没有涉

及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排除ＢＣ。

3．唐代饮茶风气盛行，促使大量瓷质茶具的制造，从而使瓷器茶具在社会上普遍使用，并在茶具中逐渐占

据了主导地位。这表明唐朝

A．市民阶层追求清新雅致的生活 B．瓷器制造水平有了极大提升

C．社会习俗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 D．百姓开始认识瓷器的实用性

【答案】C

【详解】依据“唐代饮茶风气盛行，促使大量瓷质茶具的制造，从而使瓷器茶具在社会上普遍使用，并在茶

具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说明饮茶之风的盛行影响制瓷业的发展，据此推知社会习俗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

C正确；题干没有说明饮茶风气反映了市民阶层追求清新雅致的生活，A排除；题干反映了受饮茶风气的影

响，瓷器茶具在茶具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没有说明瓷器的质量或制造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B排除；

仅凭题干信息不足以说明唐代时百姓才开始认识瓷器的实用性，D排除。故选 C。

4．《新唐书》记载：“唐制……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起”；陆

游《老学庵笔记》载：“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两段材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唐、宋坊市制度的变化。下列相关解读，正确的是．

A．前者是正史，后者是文学体裁，应以前者为准

B．前者是后世人编撰的，后者写于唐代，应以后者为准

C．两者记载的史实相互矛盾，必有其一属于伪史

D．两者所载内容均需经过进一步考证才能确定史料价值

【答案】D

【详解】“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起”“京都街鼓今尚废”等信息说明唐朝坊市制度被破坏，

但二者属于文献记载，作为史料需要进一步进行考证，故选 D；二者属于文献记载，都不是一手史料，都

需要进一步进行考证，排除 AB；材料两则史料都反映了唐朝坊市制度被破坏，并非相互矛盾，排除 C。

5．明代首辅张居正将原来力役与银役两种差役改为一律征银，力役改为雇役，役户只要缴纳一定银两，便

可免除役劳，而由官府雇人代役。以银役代替力役，在客观上

A．除弊振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B．推动了丁役摊入土地征收

C．推动赋税征调方法上化繁为简 D．动摇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答案】D



【详解】材料“役户只要缴纳一定银两，便可免除役劳，而由官府雇人代役”体现的是一条鞭法的推行，松弛

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D正确；AC说法不符合材料主旨，材料强调的是人身依附关

系的松弛，排除；摊丁入亩是在雍正时期推行的，B排除。故选 D。

6．在明代，庶民袖小衣短，“去地五寸”；生员袖大衣长，“去地一寸”，体现斯文之气，且其服饰颜色和制

式内含“比德于玉”“规言矩行”等意。这反映了当时

A．儒家思想规范社会生活 B．科举制度限制社会流动

C．社会等级结构日益固化 D．市民文化突破礼制限定

【答案】A

【详解】根据“体现斯文之气，且其服饰颜色和制式内含‘比德于玉’‘婉言矩行’等意”可知明代生员的服饰中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说明儒家思想规范社会生活，故选 A；科举制是有利于社会流动的，排除 B；根据

服饰的差别不能说明社会等级日益固化，排除 C；生员的服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市民文化无关，而

且也不能说明市民文化突破了礼制从限定，排除 D。

7．明朝灭亡、清代继立之后，一些学者对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深恶痛绝，并认真思考“社

稷沦亡、天下陆沉”的原因。这体现出

A．统治者重视吸取明亡教训 B．社会风气的日益恶化

C．学者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D．理学正统地位的丧失

【答案】C

【详解】材料信息体现了学者们对理学恶习的深恶痛绝和对明朝灭亡的思考，这说明学者们关注社会现实，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C项正确；材料中的学者不是统治者，排除 A项；材料涉及的是学风而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社会风气，排除 B项；D项所述不符合史实，排除。

8．西著名图学家裴秀确定了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制如图体”。但中国古代地图却没有固定方位；若地

图中陆地在上，海洋在下，是从船上望向大陆，服务于沿海航行；若海洋在上，地在下，则是在陆地上观

察大海，以备海防。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

A．铁乏相应制图学理论 B．更注重地图的实用性

C．受到小农经济的约束 D．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中国古代地图却没有固定方位：若地图中陆地在上，海洋在下，是从船上望向大陆，服

务于沿海航行；若海洋在上，陆地在下，则是在陆地上观察大海，以备海防”可知，由于古代地图绘制没有

固定的方位，要根据地图的用途绘制，体现了实用意义，故 B项正确；题干中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为“制图



六体”，是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排除 A项；材料没有体现小农经济对地图绘制的影响，排除 C项；材料反

映的是地图绘制受用途的影响，而不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排除 D项。

9．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官僚系统越完备，对君主个人的品德、才能要求就越低，“君

主”也就愈表现为一个纯粹的权力符号，只靠他一人的血缘身份便可以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瞿同祖意

在说明，官僚制度

A．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 B．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C．加强了社会治理的力量 D．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官僚系统越完备，对君主个人的品德、才能要求就越低”、“‘君主’也就愈表现为一个纯

粹的权力符号，只靠他一人的血缘身份便可以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可知，官僚制度弥补了君主执政能

力的不足，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所以 B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君臣之

间的关系，所以 A错误；根据材料可知，官僚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并没有体现社会治理力量

的加强，所以 C错误；材料没有体现办事效率的提高，所以 D错误。

10．1918年以后，知识界和报界积极关注劳工问题，他们改造劳工形象、开展劳工调查、组织劳工教育，

并思考“劳工解放”的根本性问题，乃至要让劳工“成为世界的主人”。这反映出

A．新文化运动思想导向的转变 B．知识分子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

C．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深入传播 D．知识精英与劳工形成统一战线

【答案】A

【详解】材料中“1918年以后，知识界和报界积极关注劳工问题……乃至要让劳工‘成为世界的主人’”属于马

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的内容，因此这反映了 1918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导向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民

主与科学变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故 A正确；中国式革命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开创的，并非知识分子，排除 B项；民主和科学针对的是专制与迷信，劳工问题

不属于其思想范畴，且 191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排除 C项；材料强调的是知识界和报界对

劳工问题的关注，但并未提及劳工对知识界的态度，无法看出他们是否形成了统一战线，排除 D项。故选

A。

11．从 19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城市逐渐形成给排水管网，新式马路、铁路、轨道交通、电线等各类近代设

施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城市的变化反映了

A．社会生活文明化趋势明显 B．城市基础设施已完备

C．城市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D．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



【答案】A

【详解】依据题干“中国很多城市逐渐形成给排水管网，新式马路、铁路、轨道交通、电线等各类近代设施

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所学知识，可知近代交通、通讯工具传入中国城市，这种变化体现了近代

工业文明影响了中国城市化或者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生活文明化趋势明显，A正确；仅凭题干信

息不足以得出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完备，B排除；题干没涉及近代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C排除；题干反

映了近代中国城市化，但没有体现其进程发展迅速，D排除。故选 A。

12．下表是 1843年与 1858年中国进口棉花及棉纺织品税率比较表。这一现象造成

A．民族资本主义棉纺织企业发展

B．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完全解体

C．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D．列强控制了中国棉纺织业发展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调用所学知识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从表格数据可知 1843—1858年间，中国进口棉花及

棉纺织品税率不断下降，这有利于西方棉纺织品在我国的倾销，将使中国的家庭棉纺织业陷入困境，自然

经济逐步解体，故 A项错误，C项正确；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完全解体是在三大改造之后，故 B项错误； D

项在题干信息中无法体现，故排除。

13．1938年 11月，外国观察家指出：“日人初欲利用阶级间之仇视，将各地士绅组织所谓联庄会，惟此已

失败。今则努力于离间人民与游击队之工作。彼等已不再烧杀奸淫，对农民深为慈祥，对游击队则取严酷

手段。此法未必定能成功，然亦颇有加以考虑之必要”。日军此举意在

A．迫使国军迅速投降 B．消灭敌后抗日武装

C．改变侵略中国策略 D．分化中国抗日力量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上升为主战场，对日军产生较大威胁，因此这一时期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消灭敌后

抗日武装，B正确；AD与材料无关，排除；日本并未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C排除。故选 B。

14．1949年 9月，当国旗图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后，“许多机关、团体、学校、商号以至民宅，立即自

发去订新式国旗。光永茂实业公司一家在三天之内就做了四千多面。包揽做国旗的新建被服厂各单位，连

明连夜地赶，也还是不能满足顾客的要求”。这说明

A．民众追求新的社会风尚 B．民族工业获得发展良机

C．新兴政权得到民众认同 D．国内工业生产技术落后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许多机关、团体、学校、商号以至民宅，立即自发去订新式国旗”“三天就做了四千多面”“连

明连夜地赶，也还是不能满足顾客的要求”等信息可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民众自发购买国旗，形成

抢购国旗的热潮，这说明新兴政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故 C项正确；国旗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而社会风尚

指的是百姓的生活风气和时尚，因此民众抢购五星红旗不能说明追求新的社会风尚，故 A项错误；材料反

映了国旗生产企业的情况，但不能代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况，故 B项与材料主旨不符，排除；民众抢

购五星红旗的热潮导致工厂日夜赶工，并不能由此得出国内工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结论，故 D项错误。

15．1992年 12月，山东省诸城市政府因国企亏损以致财政负重不堪，将国营电机厂变卖给本厂职工，电机

厂由此成为我国第一家改制的国有企业，并以“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形式进行了注册。“诸城改制”最终得到中

央的认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股份合作制”被正式承认为国企重组的手段之一。这表明我国（ ）

A．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B．积极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

C．揭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序幕 D．公有制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

【答案】B

【详解】从材料可以看出，“股份合作制”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次积极的探索，最终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B项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在 2008年左右，排除 A；

C项是 1984年，排除 C；冲击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公有制一直占据主体，排除 D。

16．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柏拉图认为男子过了婚龄仍

不结婚生子是违反神意的，这样的人从 35岁开始每年须交纳罚款。在雅典，没有合法的男性后裔者在公民

大会上没有发言权。这反映出古代希腊

A．公民个人利益受到忽视 B．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C．公民范围呈现开放趋势 D．崇尚城邦利益至上原则



【答案】D

【详解】从材料信息可以看出，结婚生子特别是多生男孩，为城邦增加人口，成为城邦公民的义务，反映

出古代希腊崇尚城邦利益至上原则，故答案为 D项；A项中的“受到忽视”说法绝对，结婚生子也是个人利

益的体现，排除；生子主要是为城邦增加人口，因此材料主旨不是说明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排除 B项；

材料没有涉及公民范围的变化，排除 C项。

17．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大法官在司法的实践中针对新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发布各项告示，补充、矫

正旧司法的程序、方法，致力于调整罗马人与外邦人以及广大被征服地区居民的关系。罗马大法官的做法

A．实现了新旧司法平稳过渡 B．为万民法的出现奠定基础

C．缩小了公民法的适用范围 D．调整了罗马人之间的关系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万民法主要调整的是帝国境内的一切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材料“致力

于调整罗马人与外邦人以及广大被征服地区居民的关系”可知罗马大法官的做法为万民法的出现奠定基础，

B正确；材料未涉及新旧司法之间的关系，A排除；材料体现的是罗马法的适用范围扩大，C排除；外邦人

不是罗马人，D排除。故选 B。

18．钱乘旦指出：17世纪末开始，一种追求进取的精神开始在全英国弥散，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鼓励，结

果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引发出技术大革命。他旨在说明

A．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思想 B．民主政治保障了科技进步

C．科学理论启发了工匠创新 D．社会进步推动了技术革新

【答案】D

【详解】依据“17世纪末开始，一种追求进取的精神开始在全英国弥散，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鼓励，结果激

发了人的创造力，引发出技术大革命”，可知随着社会的进步，追求进取的精神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推动

了技术革新，D正确；文艺复兴在 14世纪的意大利兴起，17世纪时期启蒙思想在英国出现，A排除；题干

没有体现英国民主政治对科技进步的作用，B排除；题干体现的是追求进取的精神启发了科技创新，没有体

现科学理论的作用，C排除。故选 D。

19．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认定人类最先曾有过人人幸福的自然状态”，随着科学、艺术及其他文明的

出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类的苦难也就来临。”在这种情况下，他向人类发出了“返归自然的号召。与

卢这一认识相符合的文学作品是

A．《巴黎圣母院》 B．《老人与海》 C．《玩偶之家》 D．《百年孤独》

【答案】A



【详解】卢梭指出“人人幸福的‘自然状态’，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类的苦难也就来临。”强调“返归自然”，

体现对理性的失望和对人的自然世界的关注，这一看法体现在文学作品上与浪漫主义文学相符合，故 A项

正确；B是现代主义文学，C是现实主义文学，D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排除 BCD。

20．有学者对近代西方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如下描述：“它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强调人的自我意

识”“万物及人类社会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这场运动最有可能是

A．文艺复兴 B．科学革命 C．宗教改革 D．启蒙运动

【答案】D

【详解】“强调人的自我意识”“万物及人类社会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符合启蒙运动的特征，即强调人的理性

思考，主张用理性来支配社会，D正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并未导致信仰危机，排除 A、C；科学革命与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则无关，排除 B。

21．在初期美国政府中，联邦法院既无财权、军权，又无民意基础，地位明显低于总统和国会，1803年“马

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使联邦法院获得宪法终极解释权。该案影响深远，在于

A．提高联邦法院的政治地位 B．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C．完善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 D．保障了宪法至上权威

【答案】C

【详解】材料反映了美国联邦法院从权位很低到获得宪法终极解释权的变化情况，结合所学可知，联邦法

院获得宪法终极解释权说明了联邦法院权力和地位的提升，这有利于完善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对美国民

主政治影响深远，故选 C；材料强调的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深远影响，而 ABD选项均是直接影响，与材料

中“影响深远”不符，故排除。

22．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

方法，这些方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这表

明列宁

A．迫切改变苏俄落后面貌的愿望 B．准备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的方针

C．放弃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 D．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可以看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俄国落后的农业国，

不能直接过渡，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进行过渡。因此，列宁指的是要放弃直接过渡，采用新经济政策间接过

渡，故选 C；A项不是主旨，排除 A；B项是斯大林时期的内容，排除 B；当时革命已经成功，排除 D。



23．1930年 12月，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设法帮助比他不幸的邻居；每一个企业

都应该帮助它的雇员；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州都应该负起责任来组织就业和救济活动。”这表明胡佛政府主

张

A．由民间组织自愿合作应对危机 B．由政府直接帮助企业应对危机

C．由地方政府实施救济应对危机 D．私人与地方政府联合应对危机

【答案】D

【详解】材料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胡佛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其主张邻居相互帮助、企业帮

助雇员、地方政府要负责组织救济，体现了私人与地方政府联合自救、应对危机的原则，故选 D；ABC三

项均表述不全面，故排除。

24．2020年 7月 10日，在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仅仅 4天后，欧盟、加勒比和南美国家就对美国的单边主

义行动作出了回应，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 18个国家外长共同发表声明，称坚决

支持联合国，特别是世卫组织。这反映出

A．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 B．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C．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彻底恶化 D．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开启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在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仅仅 4天后，欧盟、加勒比和南美国家就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

动作出了回应，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 18个国家外长共同发表声明，称坚决支持

联合国，特别是世卫组织”可知，众多国家并不支持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行为，反映了美国并不能操控其他

国家，这体现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所以 A正确；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是逆全球化的表现，所以 B

错误；材料内容不能体现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彻底恶化”，所以 C错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所

以 D错误。

第Ⅱ卷
二、非选择题：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25—26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27—29

题为选考题，考生任选一题作答。

（一）必考题：共 37分。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分）

材料一 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写道：“管子日：‘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

尝闻。古之人日：‘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



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晁错在《论贵粟书》中提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

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摘编自宋芳《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到当代重农思想之嬗变》

材料二 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洋务时期形成的“重商思潮”进行反思，去重新探寻经济发

展的内在逻辑，再加上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及对多年来中外商战效果的感悟，使他们在不怀疑工商业

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重新认识到农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故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

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

商，在于工与农，而农尤为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无所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1898

年 4月，张之洞也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

——摘编自赵泉民《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的主要重农措施。（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19世纪末的重农思想与西汉初期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原因。（14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我国农业发展历程的历史启示。（5）

【答案】（1）主要措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奖励垦荒；通过政策手段，

使更多闲杂人员归于田作，如释放奴婢、复员士兵、入粟买爵等。

（2）不同：在目的上，汉初主要是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19世纪末则是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在

农工商关系上，汉初是重农抑商，19世纪末则主张农工商并重；在思想来源上，汉初主要沿袭战国以来的

重农政策，19世纪末则受到西方农学的影响。

原因：洋务运动重商主义实践的弊端显露；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西方文化的传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导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等。

（3）启示：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推进农业生产商品化、市

场化和产业化等。

【详解】（1）原因：主要依据所学西汉初期的时代背景，如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破败、统治者推崇黄老学说

和重农抑商是传统政策等角度分析重农思想产生的原因。

（2）不同：据材料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结合 19世纪末中国的时代背景，从二者的

目的（西汉初期是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19世纪末是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说明不同之处；

据材料一“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及材料二“使他们在不怀疑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

价值的前提下，重新认识到农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

根本’”从二者对待农工商的态度（西汉初期强调重农抑商，19世纪末主张农工商并重）说明不同之处；据



材料二“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结合所学，从二者的思想来源（西汉初期主要是沿袭战国以来的重农政策，

而 19世纪末则是受到西方农学的影响）说明不同之处。原因：据材料二“对洋务时期形成的‘重商思潮’进行

反思”得出洋务运动重商主义实践的弊端显露；据材料二“西方农学新知东渐”得出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结

合所学 19世纪末时代背景，从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等角度进行补充。

（3）据材料一“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

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材料二“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在于工与

农，而农尤为要”“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可得出启示为：坚持农业

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生产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在世界历史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这“不断裂”是指作为同一个国家而

言，其国民的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不是

中国的区域文化，也不同于特定时代、王朝及其他政体的文化，更不属于具体哪个族属文化。中华历史文

化是多元的“一体”文化，这一文化的本质是国家文化。国家通过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保证了国家统一与国家

历史文化延续。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王朝、不同

政治实体、不同族属的国家统治者、管理者，坚守着相同的国家文化理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

这种基于国家认同的国家文化就是中华历史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不因国家之内的人群、族群与时间不同而

改变，故中华历史文化才能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摘编自刘庆柱《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话题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

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答案】示例一：

论题：儒学对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

阐述：首先，儒学以“仁”“礼”和“德治”为核心，强调和谐人际关系，重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主张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敌入侵

时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和韧性，北宋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被深受儒学滋养的士人群体奉为准则，在传承中国文明、维护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

秦朝焚书坑儒，儒学走向低潮，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官方

正统思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道教、佛教冲击，发挥“开放包

容”的文化基因，佛、儒、道三教融合，儒学得到丰富与发展，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明末清初，黄



宗羲等思想家提出“经世致用”思想，丰富发展了儒学，使之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升华，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不仅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调，而且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

总之，儒学崇德尚仁，家国一体、大一统等从未发生动摇，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支撑历史

连续性的思想根据，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

【详解】论证：首先根据题目要求，明确主题，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如在明确话

题围绕“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展开的情况下，提取材料中“中华历史文化不是中国的区域文化，也不同于特定

时代、王朝及其他政体的文化，更不属于具体哪个族属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是多元的‘一体’文化，这一文化

的本质是国家文化。国家通过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保证了国家统一与国家历史文化延续”等信息，结合所学

知识，围绕话题可拟定论题“儒学对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确定论题后，综合信息和所学

知识，对所拟论题展开阐述，如用儒家学说主要内容的发展、作用及其与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性间的关系

展开论述，说明“儒学对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在论述基础上，进行升华总结，指出

儒学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升华，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

也成为支撑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根据；整个解题过程注意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楚。

（二）选考题：共 15分。请考生从 3道题中任选一題作答．如如果多做，则每科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27．[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很早就显示了政治才能。他在多年的任

官上，实施改革，兴修水利，防止高利贷盘剥，博得农民尊敬。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各种观点（部分）

基本观点 主要主张者

把其理财思想视做兴利之道“利民兴利” 南宋至晚清大多数史学家与政治家

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

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
梁启超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对北宋的政风和学风产生了重大影

响，但没有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部分学者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种观点加以说明。（8分）



【答案】（1）历史背景：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辽西夏的威胁，边患危机；“三冗”导致

财政危机。

（2）示例：

王安石变法的中心措施的“理财”，如其实行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等，一方面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

入，另一方面是限制地主、官僚对农民的盘剥，故“利民兴利”。

青苗法和市易法具有近代性。青苗法限制高利贷盘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是政府设立市易务，

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增加

了国家的收入。免疫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详解】（1）历史背景：据材料结合所学可从北宋政府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辽西夏的威胁，边患危机；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三冗”局面，导致财政

危机等方面回答。

（2）观点一：把其理财思想视做兴利之道“利民兴利”。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王安石变法的中心措施的“理财”，如其实行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等，一方

面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是限制地主、官僚对农民的盘剥，故把其理财思想视做兴利之道“利民

兴利”等角度回答。

观点二：青苗法和市易法具有近代性。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青苗法限制高利贷盘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是政府设立市易务，出钱

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增加了国

家的收入；免疫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等方面回答。

28．[历史——选修 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分）

材料 利比亚地处地中海沿岸，曾是意法英等国家的殖民地，既是阿盟、非盟的重要成员国，又是非洲石

油储量最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的国家。其领导人卡扎菲执政 40多年来，坚持奉行反西方的国家

政策，长期受到西方制裁与政治孤立，虽然一度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作出“弃核”“改革”等战略让步，但

始终没有取得西方国家的根本信任。2011年 2月利比亚动乱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攫取战略利益提供了可乘之

机，美、法、英等国家为此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制裁决议，协调欧盟、阿盟等地区组织对利比亚施

压，冻结卡扎菲家族海外资产，实施经济制裁，不惜动用武力干涉利比亚局势。3月 20日（当地时间 3月

19日）美、法、英等国军队以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保护利比亚平民”为旗号，在地中海地区集结海空

兵力，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为起点，到 10月 20日，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在围攻苏尔特战斗中俘



获并击毙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10月 23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宣布“利比亚全国解放”，持续 7个月的利比

亚战争落下帷幕。

——摘编自谢苏明《对美法英等国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回顾与反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利比亚战争发生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利比亚战争的影响。（9分）

【答案】（1）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建立亲西方的政权；企图攫取利比亚的资源，控制北非和中东地缘政治

的主导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干涉主义抬头。

（2）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经济濒临崩溃；利比亚战争后的重建，成为大国博弈的场地，

影响中东和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利比亚战争造成武器大量扩散，客观上使得恐怖主义在非洲蔓延；利比亚

战争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详解】（1）原因：根据材料“其领导人卡扎菲执政 40多年来，坚持奉行反西方的国家政策，长期受到西

方制裁与政治孤立”可归纳出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建立亲西方的政权；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企图攫取利比亚

的资源，控制北非和中东地缘政治的主导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干涉主义抬头。

（2）影响：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可从造成利比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成为大国博弈的场地、客观上使得恐

怖主义在非洲蔓延及美国进一步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等角度进行分析即可。

29．[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分）

材料 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郡（今陕西）人。班超年轻时胸怀大志，认为应像傅介子、张骞一

样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公元 73年，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带领随从 22年时

间依次招纳了于阗、疏勒等国，平定了西域 55个国家，威震远域。同时遣甘英使大秦（罗马），到波斯湾

而返。公元 95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公元 100年 8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班超

一生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

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战必胜，攻必取，不仅维护了东汉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属国的联系，

为西域回归，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班超的伟大成就。（8分）

（2）根据材料，简析班超取得成功的原因。（7分）

【答案】（1）功绩：平定西域，恢复与中原联系；加强民族交融；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扩大国家交往。

（2）原因：身逢时势；胸怀大志，勇于担当；英勇善战；富有政治智慧。



【详解】（1）成就：根据材料“平定了西域 55个国家，威震远域”可归纳出平定西域，恢复与中原联系；根

据材料“同时遣甘英使大秦（罗马），到波斯湾而返”可归纳出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扩大国家交往；根据材料

“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战必胜，攻必取”可归纳出加强民族交融。

*（2）原因：根据材料“公元 73年，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可归纳出身逢时势和胸怀

大志，勇于担当；根据材料“班超带领随从 22年时间依次招纳了于阗、疏勒等国，平定了西域 55个国家”

可归纳出英勇善战；根据材料“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可归纳出富有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