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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启用前　 【考试时间：２月７日１６：１５～１７：３０】

２０２３年重庆一中高 ２０２３届 ２月月考
历史试题卷

注意事项：
１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在答题卡上。
２ 作答时，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及草稿纸上无效。
３ 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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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青铜器铭文对于前代圣王的记载以夏禹为最多，如“天命禹土，堕山?川”。在周代或略晚的文献资料

中，也有不少关于禹的记载，其中的内容与周代铜器铭文有相似之处，如“缵禹之绪”“陟禹之迹”。这些

史料信息

Ａ． 折射出周人对周朝政治不满 Ｂ． 是研究石器时代的重要史料

Ｃ． 反映周人对夏禹功绩的认可 Ｄ． 意在强调殷商灭亡的必然性

２． 秦朝地方政府把法令作为指导政务处理的标尺，贯彻不打折扣的“法令行政”，但学者研究发现，在县级官

员处理中央下达的政务占比中，自主行政达到了８０ ８％，法令行政只有１９ ２％。对这一现象解释正确的是

Ａ． 政务处理需结合实情 Ｂ． 郡县制度初创存在着缺陷

Ｃ． 中央的监管力度不够 Ｄ． 官员处理政务能力有差异

３．史料记载，北方的后赵皇帝石勒曾写信给东晋豫州刺史祖逖，要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

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魏书·食货志》曰：“自魏德既广……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

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这些现象集中反映出此时

Ａ． 政权林立更迭频繁 Ｂ． 南北经济差距在缩小

Ｃ． 北方商品经济繁荣 Ｄ． 南北方联系未曾中断

４． 唐初，朝廷实行府兵制，府兵从均田农民中征发，自备军粮。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开始瓦解。唐玄宗时期，

朝廷招募丁壮，由国家供给衣粮，以充实地方军事力量。唐朝兵制从征兵到募兵的变革使得

Ａ． 征税标准改革 Ｂ． 割据隐患潜伏

Ｃ． 政府支出减轻 Ｄ． 军事制度完备

５． 元代青花瓷以蓝、白两色为基本色调，纹饰繁复满密，器型饱满肥硕，带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烧制青花

瓷的原料大多是从波斯地区进口的苏麻离青，其带有明丽的靛青色。青花瓷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外销

出口，尤为西亚地区人们喜爱。材料信息可以佐证元代

Ａ． 多元文化交流融合 Ｂ． 民众消费水平提高

Ｃ． 疆域范围空前扩展 Ｄ． 主流思想发生嬗变

６． １６８９年，经康熙帝筹划，派出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的代表团，赴尼布楚（今俄国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中俄

第一个界约《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以下是条约中的部分内容。据此可知清朝

一 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乌第河与兴安岭之间今尚
未决，须待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始能定之。

二 若数十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掠，……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
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六 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Ａ． 朝贡体制向近代转型 Ｂ． 君主专制程度逐步加强

Ｃ． 重视边疆的和平稳定 Ｄ． 国家治理方式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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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下表为清咸丰同治时期（１８５１～１８７４）财政收入趋势表。对图表信息解读正确的是

①政府财政支出剧增需要另辟财源

②财政收入的增加缓解了统治危机

③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④农业不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Ａ． ①③ Ｂ． ③④

Ｃ． ②③ Ｄ． ①④

８． １８９５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公等从事西学之后，

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而１９１８年，其认为“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

己杀人，寡廉鲜耻’。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严复对救国之道认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Ａ． 民族工业的发展 Ｂ． 西学的广泛传播

Ｃ． 一战带来的冲击 Ｄ． 救亡意识的觉醒

９． １９３１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在瑞金创刊。报刊设置“党的生活”“军事常识”“红

色歌曲”等专栏，用通俗语言宣传军队的战斗信息和日常生活，比如《赔锅歌》展现红军遵守群众纪律的

形象，《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讲长征途中的疾病预防，“红板”栏目上表彰红军模范部队。《红星》

报刊的发行

Ａ． 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Ｂ． 塑造了边区政府良好形象

Ｃ． 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 Ｄ． 激发了各阶级的革命斗志

１０．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军管会在接管城市时明确要求：“自上而下按系统接管，不准搞乱

系统，乱抓乱接。”军管会采取了不同的接管形式：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生产

生活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方式。这些要求和

做法

Ａ． 体现出民主集中原则 Ｂ． 贯彻了团结建国的精神

Ｃ． 利于城市经济的恢复 Ｄ． 适应了三大改造的需要

１１．中古时期，法国瓦朗西安城市颁布了市民合约，规定：凡抢劫市民的商品或其他物品者，不管该物品是否

为动产，均需按照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市民在其他城市的集市受到当地司法机关骚扰，则骚扰者被视为违

反合约，与在瓦朗西安城违反合约一样。市民合约的规定反映出该城市

Ａ． 财产交易现象频繁 Ｂ． 注重保护市民权益

Ｃ． 封君封臣等级严格 Ｄ． 契约观念十分盛行

１２． １５４３年，哥白尼发表了日心说。针对这一学说，马丁·路德说道：“有传闻说新的天文学家想证明地球在

运动，转动的不是天空、太阳和月亮，……这个傻瓜想推翻整个天文学。”并且“愚蠢到公然与圣经相违

背”。这说明

Ａ． 科学进步仍待突破神学束缚 Ｂ． 宗教改革推动科学革命进程

Ｃ． 基督教的宗教教义需要修正 Ｄ． 对科学真理的探究永无止境

１３． １９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开端，欧洲各国兴起了建立公共图书馆浪潮。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农村，地方政

府纷纷设立公共图书馆。进入图书馆的读者没有性别、身份限制，除提供图书阅读服务外，读者还可以享

受台球室、棋艺中心、咖啡屋等娱乐设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Ａ． 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Ｂ． 是工业革命时代产物

Ｃ． 满足了精英群体文化诉求 Ｄ． 是基层政府自治体现

１４． 拉美国家在独立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发展道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拉

美国家的进口能力下降了３７％，一些国家便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为了全部或部分地替代以前

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以国内市场为主发展本国工业”。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旨在

Ａ． 改变国际贸易秩序 Ｂ． 加强政府干预

Ｃ． 增强经济自主能力 Ｄ． 扩大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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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集体农庄播种机械化程度达到了８７％，联合收割机收割的农作物达到了７０％，休耕犁耕机

械化程度达到了９６％。然而，１９５２年粮食产量和一战前１９１３年粮食产量差不多，有时候还没有一战前的

粮食产量高。这一现象可说明苏联

Ａ． 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Ｂ． 机械化导致劳动者积极性降低

Ｃ． 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处于劣势 Ｄ． 社会主义工业化成效十分显著

二、非选择题（本卷共３小题，第１６题２５分，第１７题１２分，第１８题１８分，共计５５分。）

１６． （２５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以工代赈”简称“工赈”，是清代重要的、辅助性的赈济措施。清乾隆时期，“工赈工程之修

举，先事豫筹，别其缓急轻重，遇灾则欲办工赈无难，次第举行”，“凡系官修者，俱照各省河工定例准

给”。在工赈具体执行中，各地官府可因地制宜加以调整。为避免下层官吏在工赈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朝廷明确规定基层工赈官员必须从有收之家，即生活尚能维持的人户中选择。

———摘编自周琼《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

材料二　 １９２０年，面对西北五省的严重旱灾，北洋政府救灾不力，灾情十分紧急。９月２５日，北五省灾区

协济会上大总统书，提议仿照国外设立“通行税”，以此税为抵押，向欧美各国贷借外债，用以办理工赈

工程款项。１９２１年，各地华洋救灾机构进行合作，促成了华洋义赈总会的成立。华洋义赈总会除了在国内

外劝募赈款，还把“防灾寓以救灾”的理念贯穿在救灾活动中。华洋义赈会仅在陕西、甘肃两省就修建公

路７００多英里，还与西北军共同负责，用工赈方式修建了西兰公路。但是“工赈”的进行受制于资金、工

程选取等因素，并非是可以完全取代急赈的全能救灾办法。

———摘编自杨延宇《救灾与防灾的中间手段：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

材料三　 １９７８年以来实施的工赈项目，仍包含救灾减灾的政策设计，但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扶贫措施。目

的在于强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为贫困者创造就业和收入。“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央和地

方总投入以工代赈资金３３５亿元，用于农村中小型基础建设、林田草场建设等项目共计２ ５万个。提供短

期就近就业岗位１１０多万个。“十四五”期间，政府还将继续加大投资以工代赈项目，聚焦于巩固脱贫成

果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

———摘编自朱玲《以工代赈思想与实践的演进》

（１）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以工代赈”的特点。（６分）

（２）根据材料二，与清代相比，概括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北方地区“以工代赈”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

简要评价这一时期“以工代赈”的成效。（１１分）

（３）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以工代赈”的发展趋势，并对此谈谈你的认识。

（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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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２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党的十九大后，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下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关于调查研究的相关史料信息。

时段 概况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４０
年代

作为调查研究先行者的李大钊率先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开始将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工具，探索革命之路。
（１）基于调查研究，将工人农民视作革命基础力量。（２）通过调查研究，找
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３）利用调查研究，开展自我革命并形成
学习教育制度。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
年代

在根据地局部执政以及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面执
政初期，为解决如何发展生产、如何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
开展了许多大型调查。
（１）基于调查研究适当调整土地政策。（２）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方法完善民
族工作。（３）以科学的调查研究保障科学民主的决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
２１世纪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１）经济发展层面调查研究的启动助推出台改革开放政策。（２）政治层面的
调查研究铺垫了党建总体设计与规划。（３）各项专题调查研究擘画科学发展
蓝图。

———摘编自董海军《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围绕“调查研究”，自拟一个具体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观点加以阐释说明。

（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１２分）

１８． （１８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从１６世纪开始，大批白人陆续移往北美大陆。从英格兰来到北美大陆东海岸定居的称为新英格

兰人，同时还有来自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西北欧人，他们及其后裔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中坚力量，掌握政

治和经济的大权。还有大批黑人奴隶从非洲被贩运来北美，充当南部种植园的劳动力。到独立战争时，黑

人人数约为当时移民总数五分之一。１９世纪中期，加利福尼亚州兴起的淘金热，招来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大批移民，其中有不少的华侨，他们为美国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丁则民《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二

美国移民政策变化表

时间 政策

１７７６～１８８１年 １７９０年，国会制定统一规则，任何在美居住两年的白人都可申请公民身份。
政府总体上对移民持欢迎态度。

１８８２～１９２０年
１８８２年，国会通过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排华法案》，规定１０年
内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禁止华侨入籍。此后，日本人、犹太人等移民也成为被
排斥的对象。

１９２１～１９５１年
１９２１年，国会首次制定移民配额法规，允许进入美国的外国移民总数不得超
过３５万人，亚洲人仍然被禁止。直到１９４３年《排华法》废除，中国移民配
额每年象征性地被确定为１０５人。

１９５２年至今
１９５２年，颁布《移民和国籍法》，该法案取消以种族认定移民身份原则，制定
了以家庭团聚、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和要求移民拥有技术的有关法规。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后，《移民和国籍法》不断修订，越来越鼓励技术移民进入，并对
接受难民予以特殊照顾。

———摘编自林珏《美国移民政策演变及评述》

（１）根据材料一，概括１６～１９世纪中期美国移民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外来移民对美国社会的

影响。（１１分）

（２）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移民政策的阶段性变化，并具体分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美国移

民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