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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豫名校联考

2023 年 9 月高三一轮复习诊断考试(一)
历 史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8 页。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

写在试卷指定位置，并将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然后认真核对

条形码上的信息，并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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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对

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收回。

一 、选择题：本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河北柏人城遗址是我国保存较好的古代大城池之一，史籍记载：“柏人城，尧所都也。”尧

帝在柏人城一带开门纳谏，广揽贤士，在大麓(尧山东麓)接纳了虞舜。据此可知，这一时期

我国

A. 建立起了最早奴隶制国家 B.宗法血缘关系走向了瓦解

C.具有原始的民主政治传统 D. 贵族等级分封制逐渐确立

2. 战国时期，以防旱保墒为目的的“耕一耙赫一锄”耕作体系和熟荒耕作与休耕制等，已

成为北方旱地耕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

A. 铁器牛耕技术的推广 B.社会转型的推动

C. 各国变法运动的影响 D.文化下移的结果

3.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

“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之后，境内原有属邦基本

实现了郡县一元化。材料中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机构的变化

A. 使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 B.促进了中央机构的完善

C. 推动西北地区融入版图 D.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管辖

4.东汉光武帝下诏将大司徒、大司空之职去“大”,改称司徒、司空，大司马则改称太尉。《后

汉书 ·仲长统传》载：“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

置三公，事归台阁。”光武帝的这一做法

A. 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权的垄断 B. 适应了加强君主集权的需要

C.均衡分配了中央各机构的权力 D. 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

5.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政权普遍推行“胡汉分治”政策，即对境内少数民族采用本族制，汉

族采用汉制。其具体到职官上，则是中央职官名号大都沿袭汉魏以来的制度，地方上大都采

用州郡县三级制。该政策

A. 使民族隔阂更加严重 B.推动国家走向统一

C. 有利于少数民族汉化 D. 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6.唐代时，各国使者、教派所带来的文化融入唐朝，同时唐朝的律令制度、汉字文化、儒家

文化等波及东亚乃至东南亚，其文化影响甚至远及大食(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等
地。这表明唐朝

A.科技成就领先世界 B.深受外来文化影响

C. 政治制度优越先进 D.包容开放影响世界

7.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制成为进入官场的重要方式，通过科举担任宰相的人数，占到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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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人数中的百分之三十五。据此可知，科举制

A. 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 B.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C. 打破世家大族垄断相权局面 D. 推动了酷吏集团发展

8.宣和五年(1123 年),擅长书画的徐兢作为国信使提辖官，随使高丽，负责记录这次国事活动

的各项事宜，写成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这部书中记述的史实有

A. 从严格限定区域的市中置办了物品 B.乘坐已使用指南针的海船

C. 归国时带回来许多精美珐琅彩瓷器 D. 打开了中朝两国友谊大门

9.北宋时，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

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华北的钢铁业以 1078 年为例，年产达 125 万吨，而英国于 1788 年

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 76000 吨。这反映出当时

A.手工业较农业发达 B.冶铁业处领先水平

C.炼钢技术取得突破 D.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10.下面为汉代丝绸之路和元代丝绸之路示意图。与汉代相比，元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不同是

A. 与蒙古远征密切相关 B.深刻影响欧洲经济格局

C. 交流的时空大为拓展 D. 河西走廊核心地位下降

11.明初，人们的生活秉持着简约、质朴的作风，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制度。然而到明朝中后

期，人们开始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许多腰缠万贯的富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引起了人们

对金钱的追求和渴望。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

A. 商品经济的发展 B.国家管理失控

C.富裕阶层的示范 D.从众心理影响

12.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曾指出：“则知郡县之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 封建乎?曰：

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这表明顾炎武

A. 坚守个人英雄主义史观 B.主张国家治理体系与时俱进

C. 看到分封制的历史局限 D.认识到郡县制度存在着弊端

13.19 世纪中后期，天朝上国的君臣们再次被西方列强隆隆的炮声惊醒，他们意识到：中国

正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着亘古未有之强敌，中国再也不能不思改革了。在这种意识影

响下，中国

A. 传统儒学思想受到批判 B.迈出了重工业发展的第一步

C. 兴起了维新变法的思潮 D. 开启了寻求国家出路的探索

14.1886 年 8 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应运而生，公司招股 10 万两，分 1000 股，该公司称成

立平准公司是要维持股市的正常发展，做到对各股份公司、买股票者、藏股票者、卖股票者

及平准公司五方面都有利。这表明

A. 政府鼓励商业信贷业务发展 B.遭受到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C. 民国成立促进了股市的发展 D.出现了专营股票的证券公司

15. 下列是关于维新派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的四则史料，这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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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佐证戊戌变法带有浓厚暴力色彩 B.反映了维新派变法策略有失严谨

C. 说明慈禧太后态度关乎变法成败 D. 证明了军队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

16. 孙中山曾说：“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

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

不着。”这反映出孙中山

A. 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行 B. 深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C. 反对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D. 提出民生主义之目的所在

17.政党政治是近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近代以来，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政党政治

模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公众号：全元高考

A. 维新派走在了时代前列 B. 近代君主立宪制度产生

C. 宋教仁付出了沉痛代价 D. 袁世凯废除了政党政治

18. 阅读右面示意图。最适合探究的主题是

A. 工农红军长征壮举 B.八路军不辱使命

C.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D. 毛泽东转战陕北

19.抗战初期，重庆仅有 5 家西餐馆，到 1943 年，增加到 30 多家，许多上流人士常到这里

会客消闲，吃西餐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之举。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A. 政局变动引起人口流动 B. 西式餐饮美味受到青睐

C. 国统区经济的恢复发展 D. 西方列强加紧侵华所致

20.1952 年，全国共有 36 所高校设立俄语系。1964 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 要》明确提

出缩小俄语教学规模。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国有 29 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同时，俄

语专业硕士点得以建立。这些变化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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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民教育体制逐渐建立 B.国家关系影响外语教育

C.新中国外交正走向成熟 D. 俄语成为对外语言首选

21.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说过，人类古文化中的第一个文明标志应该是接骨技术或

者叫接骨意识。接骨，就是大腿骨骨折，能接上，能保持活着，这才是人类的第一个文明。

这种观点有助于

A. 人们树立正确的史观 B.开拓医学史研究的新领域

C.扩展文明源研究视野 D. 为考古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2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受教育的女子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她们表现了统

治的才能；在道德上，她们融会了自由、礼貌与虔敬；在艺术上，她们蕴涵的女性美，表现

在许多的圣母像上；在文学上，她们的家居和愉快的生活，成为诗人与学者描写的对象。这

反映出，当时的意大利

A. 人文主义深入人心 B.平等观念成为主流

C.教育改变社会面貌 D.女性社会地位提高

23.劳伦斯 ·斯通在《贵族的危机》一书中指出，英国大贵族于 16 世纪中期至 17 世纪中期

普遍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危机，其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致使以 固定地租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大贵族收入锐减，他们往往通过借债，甚至卖地才能勉力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这场

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当时英国

A.进行了宗教改革 B.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C.出现了价格革命 D.广泛开展了工业革命

24.1698 年，英国国王威廉派贵族泽西担任驻法大使。全权大使委任书须由大法官萨默斯封

盖国玺，而封盖国玺须得到国王签发的国玺使用令状，萨默斯遂请威廉颁发。威廉则以时间

紧迫为由，命令萨默斯尽快寄给他，萨默斯不得不遵从威廉的意愿，并令国务大臣执行。这

反映出，当时英国

A. 国王仍保留着司法权力 B.资产阶级代议制需完善

C.议会改革成为时代要求 D.封建势力残余依然浓厚

二、非选择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孟子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最大发展在于开始探讨人性问题，并提出了“性善”论的

主张。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具有道德意识，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

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 心”。因为这种道德属性是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

因此他肯定：“人性之 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他所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观念更是后代志士仁人所遵循的道德标准。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北师大出版社)
材料二 当时腐败的政治和不存在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苏格拉底 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

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 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

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 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

观念，而这些观念 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大不

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子从哪些方面发展了儒家学说，并 分析其原因。(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子与苏格拉底思想的共同点。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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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一 1370 年，明政府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许出海”,禁止民间商 人出海贸易。海禁

造成沿海民众贫困，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勾 结倭寇，倭寇之患加剧。1513 年，

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抵达广州，进行贸易 活动。1518 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使

者皮菜资得到明武宗的接见。 1553 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

材料二 戚继光平定倭寇后，1567 年明穆宗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 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

等地买卖商品，民间商人的出海贸易获得合法的地 位。同年，政府颁布“银钱兼使”法令，

规定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外国商人 来华，在广州、澳门、漳州月港等地用白银购买中国的

丝绸、瓷器、茶叶等物 品。1574 年，西班牙人开辟阿卡普尔科(西属墨西哥)—马尼拉(西属

菲律宾)—广州等地的贸易航线。1655 年后清政府数次颁布“禁海令”和“迁界令",禁止民

间商人出海贸易。统一 台湾后，康熙帝于 1684 年设立江海关 (连云港)、浙海关(宁波)、闽

海关(厦门)、粤海关(广州)四个海关，允许 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1717—
1727 年，清政府禁止民间 商人前往东南亚，不久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再次实行开海，允许

民间商人到 东南亚等地买卖商品。1757 年，乾隆帝下令只准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在 广

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实行垄断经营。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

中国走私鸦片。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

宁欣《中国古代史》(下册)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实行海禁的原因，并概括 14 世纪 末到 16 世纪初

中国在海上所受威胁的变化。(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对外政策变化的影响。(6 分)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到 1951 年上半年，村里分地，我帮忙登记。那时，天天都在村部，与农会的干部

同吃同住。我们家也分了一点地，大概十来石。有了地的农民，大家很上心，忙着给自家的

地增肥。过去到了冬天，农民们基本不干农活。土改过后，冬天大家也下地了，做些平整修

补的活计，地里连一块石头都给捡出来，崩掉的缺口更是修得好好的。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

平常就是喂的是菜和猪草，催肥的时候喂粮食。猪吃得多，拉得也多。还 有鸡，鸡粪也多

了。肥料就有了。这样，农业生产很快就上去了。我们村的情况是，产量翻了番。

——摘编自《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
材料二 1998 年 10 月，有亲历者总结农村改革过程时指出：“农村改 革并没有一幅事先

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夹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

程中完成的。”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环境，农民的力量得到显

示，各种政策主张得以充分释放。

——摘编自《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

材料三 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须证工作，确定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物权保护，让农

民吃上长效“定心九”,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新时代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坚持把依法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 不动摇。要运用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扎实推进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工作，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做好农村承包地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段应碧所述历史事件的意义。(4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6 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新中国农业政策发展变化的认识。(4 分)

2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17、18 世纪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据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外对比为切入点，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

论从史出，史料实证，表述清楚，论题明确，言之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