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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湖北新高考协作体高一 5月联考

历史答案

1． 【答案】A【解析】材料中春秋时期相比西周的城市数量比西周大大增多，表明人口增多而出现

聚集现象，结合春秋时期的史实可知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社会生产息息相关，故选 A。春秋时

期分封制受到破坏，B 项不合史实。图中春秋相较于西周时期增多是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而非经

济恢复，当时南方开发程度远低于北方，不选 C。城邑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不能直接体现诸侯实

力增强，不选 D。

2. 【答案】C【解析】材料表明在佛教著作中把中国本土历史人物关羽塑造为佛教神明，体现外来

宗教佛教在改造自身以适应中国社会现实，佛教渐趋本土化，选 C。佛教塑像供奉关羽，不是

政府行为，不体现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儒学的地位，不选 ABD。

3. 【答案】B【解析】材料中两次鸦片战争后，海关将香港作为外国口岸免收内地税和厘金，导致

沿海大量中国特产商品（土货）绕运香港转变成洋商所卖进口商品，以避免税收，这种行为损

害国家主权同时减少税收收入，选 B。绕运香港的行为虽然增加交通成本，但税收减少，成本

不一定增加；英国利用香港牟利，“开始”错误；土货绕运香港后成为进口洋货，不选 ACD。

4. 【答案】A【解析】材料中的 1914 年的北京政府指的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政府，是封建势

力的代表，北洋政府严禁报纸刊登“淆乱政体”的要求，体现北洋军阀政府控制舆论，试图破

坏共和建立袁世凯独裁统治，故本题选 A。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不符史实；孙中山临时政府为

南京临时政府，已在 1912 年解散；报纸管制利于管控舆论，但不是“控制了舆论”。故不选 BCD。

5. 【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并结合“上班潮中自行车滚滚而去”、“奔

向时代的春天”和画面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信息，可知改革开放经济体制

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民众积极工作、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画作正是体现时代风貌，选 B。自行

车大国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符材料主旨，题干是城市上班潮，不是农村，不选 A、C、D。

6. 【答案】C【解析】材料中因为尼罗河对三角洲地区的冲刷，导致人们必须丈量土地、相互协调

关系以解决土地纠纷，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促进了数学、宗教、法律等的发展，推动埃及文化

的进步，故埃及文化的发展，是人们对客观自然环境适应和改造的结果，故选 C。材料中埃及

适应尼罗河生态环境，推动了自然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法律、公平正义观念）的发展，

但不能体现二者的融合，不选 A。私有财产权的保障通常是通过法律和契约实现的，材料不仅

体现法律的作用，还在说明利用数学等知识解决土地分界的纠纷问题，故不选 B。尼罗河流域

的地理环境对埃及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决定”说法错误，不选 D。
7. 【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信息，对比了中世纪早期和中后期的会计簿记形式和内容，中后期

记载事项增加，出现分类体系和货币与实物的度量单位，簿记变得复杂，多因为经济现象复杂

化，结合所学可知与中世纪后期农业技术进步，剩余产品增多，商业贸易发展有关，故选 B。

簿记分类为简单数字问题，与数学科学发现关联不大；金属货币使用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

的，与记账形式无关；庄园会计记账与自治城市的大学教育发展关联较弱，不选 ACD。

8. 【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王权代表秩序，与混乱状态对抗，革命因素倾向王权，结合中世纪

封君封臣制度导致封建割据的史实，可知中世纪后期依靠王权的政治权威强化国家的联系，利

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凝聚，选 C。“混乱状态”主要指封建领主割据，“革命因素”多指中世

纪后期新生的市民阶层，不选 A、B、D。

9. 【答案】B【解析】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拉丁美洲一直流动着波澜壮阔的国际人口迁移浪潮，

因为殖民扩张的需求，欧洲白人是最先流入拉美地区的，人数众多。而结合所学知识，欧洲移

民进入美洲进行征服与殖民，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使得美洲土著居民锐

减，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激增，改变了美洲人口结构，故本题选 B。黑人是后来经奴隶贸易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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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至美洲的，欧洲移民占据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不选 A。欧洲移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不

只精英，不选 C。西方殖民是要掠夺美洲的金银、原料和市场，D 项不符史实，不选。

10. 【答案】C【解析】材料中人文主义者虽然反对教会，但创作题材仍以宗教题材为主，作品中体

现了一种矛盾性，结合所学可知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天主教会，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神学世界观，

但并不反对宗教信仰，故而本题选 C。人文主义者作品的矛盾性与社会环境有关，而非个人素

养性格；艺术创作题材丰富，涵盖宗教、肖像画和世俗生活等题材；如人文主义者反对以神为

中心，综合以上不选 ABD。

11. 【答案】C【解析】材料反映的是 17 世纪初期菲律宾和秘鲁的贸易情况，即西班牙经营的横跨

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将中国丝织品等运到美洲秘鲁，卖价比成本高

出很多，赚得大量白银运回亚洲，本题选 C。马尼拉贸易由西班牙商人主导，不选 A、B。鸦片

战争后，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选 D。

12. 【答案】D【解析】材料所述时间 17C 末 18C 初，英国已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为权力中心，

但仍保留国王的部分权力，因而出现了材料中国王威廉和安妮因为个人对战争的态度而干涉内

阁中的成员任命，表明英国民主制度有待继续发展，选 D。材料集中体现国王利用两党来实现

目的，无关议会中的政党斗争和英国两党的政治影响力；《权利法案》颁布后议会为权力中心，

因而不选 ABC。

13. 【答案】B【解析】材料中 1842 年判断为工业革命后，英国成立调查委员会，揭露煤矿工人的

悲惨状况，且试图通过法案减轻童工工作量，童工大量存在，社会矛盾突出。工业革命后调查

工人的情况反映了工业化带来社会问题，选 B。材料中集中体现委员会的调查和立法愿望，无

法体现后期结果，“保障了下层民众权益”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发展”无法体现，不选 AD。

调查会主张无法体现国家经济政策，工业革命后英国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选 C。

14. 【答案】A【解析】材料中 19 世纪末，殖民势力在非洲进行交通建设，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

是西方国家在非洲进行资本输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主要经济掠夺手段，通过完善交通设

施，更便利地掠夺非洲的农作物和矿产品，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故本题选 A。非洲经

济基础落后，不是材料主旨，不选 B。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材料时间符合，但材料仅表明非洲的情况，不足以证明整个世界的情况，不选 C。非洲在新航

路开辟后即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选 D。

15. 【答案】C【解析】设问中“这些行为”指的是 20 世纪初欧洲列强对内民主、对外扩张（侵略

弱小民族削弱对手）的矛盾行为，这种行为会加剧国家间的矛盾并加剧国际社会的紧张状态，

本题选 C。西欧国家的对内民主和对外压迫扩张的矛盾性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扩张性有关，

而不是体现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不选 A。直接催生一战，说法错误，不选 B。经济大危

机不符材料主旨，不选 D。

16.【答案】D【解析】根据材料信心，“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苏德相争”可判断为二战时期，二战

时期英美合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同时又各自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合作与斗争同时并存，选 D。

材料体现英美之间对开辟第二战场的不同意见，A、B项都只侧重某一国，片面。材料不是一战，

不选 C。

17. （1）作用：茶马互市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的经济互补和文化交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加强

西南地区管控，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任答 3点 6分）

（2）原因：滇缅公路连接水路和铁路运输，交通相对便利；滇缅公路有路途短、周边地理条件

相对好的优越性；靠近英法殖民地，便于接受西方国家物资援助；武汉会战后广州沦陷阻断东

南运输的可能性；西北通道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昂；（任答 3点 6分）

18. （1）原因：中世纪自然经济使人们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落后的农业经济或落后生产力水平的

影响亦可）；教会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中世纪民众饱受压迫，生活苦难无力挣脱而易接受来世思

想。（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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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

前者认为时间是人们忍受苦难的过程；后者认为时间是创造价值的过程。

前者认为时间的目的是来世；后者认为目的在于现世，重视现世生活。（4分）

影响：进一步宣扬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破除教会神学思想的影响；鼓励人们在有限时

间创造价值，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任答 2点 4分）

19. （1）用途：修建铁路、火车燃料。（2分）

影响：有利于强化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的控制；大量森林资源被砍伐，生态环境恶化；交通发

展利于满足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地区的进步。（任答 2点 4
分）

（2）特点：模式兼顾多种利益考量；强调国家管理调控（答强调立法、机构管理、专业性等角

度亦可酌情给分）。（4分）

原因：英国殖民政府对前期政策的反思；科学发展使人认识到森林对气候、生态的影响；英国

希望长期掠夺实现利益最大化；学习外国的森林管理模式。（任答 2点 4分）

20. 论题：工农结合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工农结合有利于推进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引领下，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建立了工农联盟，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进程并最终赢得胜利，

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之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早期尝试——巴黎公社，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困守巴黎而未与城外的广大农民相结合，导致斗争力量薄弱。最终短短 2个多月就遭遇血

腥镇压走向失败。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巴黎公社的失败都证明了工农结合斗争的重要性。

工农结合的斗争策略之所以如此重要，与当时的两国农业基础强大息息相关。巴黎公社时期的

法国，虽然已经逐步完成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势力有所壮大，但仍然有强大的农业基础，小农比重

极大，农业从业者人数众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工业基础薄弱，

农业比重极大。两国因为农业基础强，工业发展受限的经济现实，单独的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弱小，

故而革命斗争需要工农结合。这种斗争策略的形成与农业国现实有关，本质上说明社会主义斗争实

践须结合实际国情。

结论：在农民的国度工农结合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其本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须

立足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