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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新高考——2024 届高三年级大联考

历 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题，每题 3 分，共计 48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春秋后期，吴国自认为其始祖太伯是周族“后稷之苗裔”。吴王夫差与中原诸国进行会

盟时取得盟主地位，周天子称他为“伯父”。这反映出，吴国

A.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B.通过兼并战争建立霸权

C.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 D.利用宗法血缘壮大实力

2.图1是战国和西汉时期农牧界限分布图，该线以北是游牧区，以南是农耕区。图中农牧界

限的变迁反映出

图1

注 意 事 项
考生在答题前请认真阅读本注意事项及各题答题要求

1.本试卷共 6 页，包含单项选择题(第 1 题～第 16 题，共 16 题)、非选择题(第
17 题～第 20 题，共 4 题)两部分。本次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
钟。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2.答题前，请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试号等用书写黑色字迹的 0.5 毫米签字笔
填写在答题卡上。
3.请认真核对答题卡表头规定填写或填涂的项目是否准确。
4.作答非选择题必须用书写黑色字迹的 0.5 毫米签字笔写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
置，在其它位置作答一律无效。作答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
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请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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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私有制度不断推广 B.南方地区土地大量开垦

C.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D.文景之治推动经济发展

3.金世宗时期，先后创立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太学，学生都使用女真文儒家经典

的教材。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女真进士科，正式确立了女真、汉人分科取士的制度。

世宗特“以女真字《孝经》，分赐护卫亲军”学习。据此可知，金世宗的改革意在

A.推动女真族全面汉化

B.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

C.提高女真官员的文化素质

D.沿袭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

4.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中从轧棉到织布，一般都以家庭经营为主，但棉布织成之

后，农家小户虽可以自己染布，但质量无法保证。踹布是棉布染色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

也非普通农家二三劳力可以操作。于是染色便由染坊和踹坊来完成。这一现象反映出

A.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加深 B.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解体

C.纺织业首先出现手工工场 D.农村雇佣劳动已经普及

5.成书于1826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辑录了不少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其内容主要包括赋

税、盐政、漕运、河工等。但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中，夷

务日渐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一变化

A.推动中西文化开始交融

B.引导人们关注世界形势

C.表明传统的政治难题已经解决

D.反映出“天朝上国”观念盛行

6.咸丰、同治以后，一大群汉族士大夫成了封疆大吏。他们跟以往的督抚不一样，不仅自

己手里有军队，而且通过收取厘金壮大了地方财政。在这些督抚控制区域，一个个现代

化企业破土而出，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篇章。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

A.太平天国运动 B.洋务运动 C.戊戌变法 D.义和团运动

7.据昭通县志稿载：“民国创兴，起义者纷纷不一，众议改用阳历，即以其年一月一日为

‘元旦’，各省军、政学界普同庆祝，由是造印历书者阴阳并载。军、政俱用阳历，民

众、农、商，凡年节一切仍用阴历。”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西方的阳历在中国普及 B.西方节日融入中国传统元素

C.民国政府推行移风易俗 D.国人盲目模仿西方节日习俗

8.1941 年开始，华中抗日根据地陆续颁布《乡选条例》、《乡镇政府组织法》等法规。乡

选工作在多数乡镇展开。到 1944 年底，以乡行政委员会为代表的新乡制已普遍建立。据

统计，淮北地区的 198 个正副乡长中，中农和贫农占比达到 94%。苏北区台北县 45 名乡

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 27 名，中间进步人士 9 名，国民党员 9 名。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

选活动旨在

A.贯彻和落实“三三制”原则

B.改造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

C.配合党中央推行减租减息政策

D.开展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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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 2 是 1950 年丁鱼创作的年画《女拖拉机手》，该作品

图 2

A.表明妇女成为工业建设主力军 B.说明耕作机械化已在农村得到普及

C.展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 D.描绘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美好愿景

10.基辛格在 1973 年给尼克松的汇报中写道，只要华盛顿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它将继续

向我们支付红利：缓和亚洲的紧张状态，促进与莫斯科的关系。美国在保持与中国的高层

接触和建交谈判的同时加紧推行对苏缓和政策。对基辛格的汇报内容解读正确的是

A.中美两国建交步伐在不断加快

B.中美苏构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C.中美外交关系受到苏联因素影响

D.美国试图结束与苏联的长期冷战

11.1980 年,位于西安的陕西综合勘察院于开始尝试企业化管理。该院改变过去那种“菩萨

庙中坐，静等香客来”的作风，多方联系任务。至当年 11 月，该院已完成国家部委的 245

个工程项目。全院提交的勘察成果优良品率达到 98%。上述改革反映出

A.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全面展开

B.政企职责不分弊端得到解决

C.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扩大

D.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12.里程碑是罗马大道上的显著标识，用以路人了解行路地点和距离。奥古斯都时期，罗马

皇帝的头衔名字逐渐成为了碑上文字的主体，而两地之间的距离则放在末尾表示，有的

甚至都不进行标识。里程碑内容的变化

A.折射罗马政治体制的转换 B.反映罗马境内经济联系加强

C.源于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大 D.表明罗马对行省的控制削弱

13.中世纪西欧的公众庆典主要以宗教性活动为主。15世纪意大利的公众庆典活动场面宏

大，庆典表演节目种类繁多，“几乎所有的工匠和在游行处经营店铺的人都将他们拥有

的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展示”。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意大利

A.宗教改革取得进展 B.城市自治开始兴起

C.民主政治日益完善 D.人文主义思潮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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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表 1所示为 19世纪英国传记作家笔下的工匠精神描绘。据此可知，当时传记作家

表 1

要素 内容 传记的模式

思想基础 个人主义 杰出工匠的个人传记

价值取向 创新 对发明家型工匠的重视

工作方法 实践、实验 叙述工匠通过反复探索完成发明

工作态度 勤奋、毅力 讲述工匠克服困难完成发明的故事

A.客观记录了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B.深受工业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C.致力于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 D.同情工人阶级的不公正境遇

15.1932年 1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新建的重工业、森林工业和轻工业人民委员部

所取代。后来人民委员部的数量继续增加，到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有 21个工业人民委

员部。这种变化

A.出于增强国防的需要 B.源自于指令性计划体制

C.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衡 D.旨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16.一位荷兰人在回忆录中写道，1976年前后的荷兰，没有多少荷兰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

在富裕的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变得更加富有而感到更幸福。而今，我们都成了职业至上

者。生活被重新定义为一场赛跑，从一出生就开始了。他经历的变化主要由于荷兰

A.失去商业殖民霸权 B.福利规模不断扩大

C.中间阶层人数增加 D.经济运行机制调整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题，满分 52 分。

17.（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公元 607 年，日本推古女皇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

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唐使每次

来华，都送来 100 至 250 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

到日本。公元 646 年，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

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制定了《大宝律令》，仿唐朝官制，

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设国、郡和里三级。佛教于公元 6

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派遣僧人留学唐朝，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律宗高僧鉴真也

受邀去日本传经讲道。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

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形成‘汉字文化圈’。该

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背景。（6分）

（2）根据材料，归纳日本学习华夏文明的途径。（5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意义。（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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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20 世纪 30 年代国耻地理教育

1930年
历史学家贾逸君编写了《中国国耻地理》一书，对日本在华租借地、割

让地以及满洲问题大书特写，希望国人“共谋挽救之策”。

1931年
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每周“专讲”日本侵华历史数小时，重视“本国历

史地理”，增强学生救国雪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1933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地理课本教学法》要求儿童制作“割让地图”“租借

地表”，鼓励学生拟定“收回割让租借地的计划书”。

1936年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拍摄国难教育卡通片《五十六痛史》，片中通过地图

对国土沦陷后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直观形象展示。

1937年
北平民众教育馆则在明耻楼展示中华国耻地图，同时对“国耻时间、起

因及损失”加以略述，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摘编自熊斌《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

（1）根据材料，概括 20 世纪 30 年代国耻地理教育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耻地理教

育加强的原因。（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 世纪 30 年代国耻地理教育的历史意义。 （5 分）

19.（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950 年的淮河水灾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

党和政府开始启动淮河治理工作。10 月，周恩来主持制定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正式将“蓄泄兼筹”作为新中国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

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11 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

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

上海 140 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 48 个

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 1 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

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 年 11 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

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

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 年 7 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

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功治理淮河的因素。（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功治理淮河的意义。（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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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据张芝联等《世界历史地图集》

提取两幅图中有关非洲政治形势变化的主要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简要说明。（要

求：提取有效信息，逻辑清晰，表达成文。）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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