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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湖北新高考协作体高一 5月联考

历史试卷

命题学校：襄阳五中 命题教师：高一历史组 审题学校：黄石二中

考试时间：2023年 5月 30日上午 10：30-11：45 试卷满分：100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的位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要改动，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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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试卷上无效。

一、单选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48 分）

1． 下图分别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城邑分布图。图中变化反映了春秋时期

A.社会生产发展 B.分封体制不断发展

C.南方经济恢复 D.地方诸侯实力增强

2. 据《佛祖统纪》记载，被视为忠义道德代表的关羽，曾在玉泉山显灵后被佛教高僧授戒度化，

隋朝时被封为守护佛法的“伽蓝菩萨”，塑像供奉，关公因而成为了中国本土佛教神明。这折射

出

A.政府借助宗教来维护统治 B.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C.佛教在发展中渐趋本土化 D.儒学社会影响最为稳固

3.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发布札令，通告各通商口岸正式将香港作为外国口岸。此后，大陆货

物经香港进出口时可享有子口税特权，免收内地税和厘金，这一特权诱惑使中国沿海贸易出现

异态现象：大陆土货绕运香港进口。这种现象

A.显著增加了商品贸易的成本 B.损害了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C.表明西方开始利用香港牟利 D.提高了土货的贸易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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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14年 4 月，北京政府公布《报纸条例》，严禁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报道，

违者不仅报纸须被禁发行，而且发行、编辑、印刷人员均须处有期徒刑，并不得适用刑律自首

减刑之规定。上述措施

A.旨在服务封建势力的专制诉求 B.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出现

C.维护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统治 D.说明政府控制了社会舆论

5. 画家李振飞创作的作品《春天的细雨》，以一张 20世纪 90年代的照片为原型，用概括的笔触描

绘了上班潮中自行车滚滚而去的场面，在巨幅标语的映衬下，匆匆人流奔向时代的春天。该画

作

A.说明当时我国是自行车大国 B.体现新时期昂扬向上的风貌

C.呼应农村改革注重时间效率 D.宣传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6. 由于尼罗河水不断冲刷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原野，古埃及人用来标示土地的分界线每年被冲毁，

这就促使人们丈量土地面积，以保护财产和解决土地纠纷，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几何、算数等学

科，同时创造出宗教、法律，产生公平、正义的社会概念。材料表明埃及文化

A.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融 B.强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C.产生自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 D.由尼罗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

7.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会计簿记采用繁琐的文字叙述形式，用实物单位度量庄园收入和支出，格式

混乱且不稳定。中后期庄园簿记事项显著增加，出现了总账、分类账和流水账三账体系，还出

现了货币和实物双重会计度量单位。这一变化

A.得益于数学科学的重大发现 B.适应农耕进步商贸发展的现实

C.推动了欧洲金属货币的使用 D.是中世纪大学教育发展的结果

8.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

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

王权，正向王权倾向它们一样”。关于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A.教会限制王权导致了“混乱状态” B.“革命因素”主要指中世纪封建领主

C.当时王权有利于强化民族国家认同 D.中世纪后期欧洲地区形成了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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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殖民国家出于各种目的，鼓励向拉美地区移民。据不完全

统计，仅在 1821-1945年间定居阿根廷的就有 670 万人，移居巴西的有 470万人。这些欧洲移

民，包括政府官员、军队将士、传教士、罪犯、普通劳苦大众等。欧洲移民

A.占据了黑人的生存空间 B.丰富了美洲人口种族结构

C.代表西方精英开发美洲 D.带领拉美走资本主义道路

10. 人文主义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与教会水火不容的思想，但实际上但丁的《神曲》仍然

重复的是神学思想的故事，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多数仍然是以宗教故事为创

作内容。这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

A.表里不一缺乏理性 B.艺术创作题材狭隘

C.并不反对宗教信仰 D.仍坚持以神为中心

11. 下表为 1620-1621年菲律宾马尼拉购买丝货成本与秘鲁利马卖价收入比较表。

货名 数量 在马尼拉价格（比索） 利马的价格（比索）

生丝 1000捆 200,000 1,950,000

广州缎 10000捆 50,000 50,000

织锦 10000捆 40,000 40,000

Gorgoran 20000捆 30,000 20,000

天鹅绒 30000vara 15,000 12,000

总计 335,000 3,170,000

表格所述贸易可合理推测

A.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获利颇丰 B.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由中国主导

C.美洲所产白银大量流入亚洲 D.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12. 17世纪末 18世纪初，英国政党政治兴起，辉格党和托利党都以控制议会、进入内阁作为斗争

目标。此间君主多组建两党混合内阁，但因为对外战争，威廉罢免内阁中反战的托利党人，安

妮女王则罢免内阁中不愿停战的辉格党人，先后建立起一党制内阁。这反映了英国

A.议会中政党斗争激烈 B.国王仍为权力中心

C.两党左右了国家政局 D.民主制度有待完善

13. 1842年，英国成立了“皇家调查童工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揭露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状

况，引起大众关注。该委员会主持人希望借此机会通过一项法案，减轻在煤矿中工作的儿童工

作量，并使得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材料反映了当时英国

A.民主政体保障了下层民众权益 B. 工业化导致新社会问题出现

C.国家放弃自由政策而干预经济 D. 政府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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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世纪末，殖民势力在非洲加紧修建铁路、公路和港口，到 1913年，非洲已有铁路约 4.43万

公里。公路沿铁路干线分布，把农场、种植园、矿区和城镇之间联系起来，最终连接沿海港口，

交通网犹如根根吸血管无情地吮吸着非洲人民的血汗。这表明

A.西方利用资本输出加紧掠夺非洲 B.非洲地区的经济基础非常落后

C.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 D.非洲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5. 20世纪初，国际政治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矛盾现象，欧洲列强政府在国内扩大民主和民权的同时，

在国外却实行与民主完全相悖的政策和行为，将本国利益建立在削弱对手的基础上，并变本加

厉侵略弱小民族，普遍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这些行为

A.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 B.直接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C.加剧国际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 D.增强了经济大危机的破坏性

16. 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美国计划首先“让英国人去打头阵，进行战略试探，等到美国

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出现适宜的战场形势时，再投入主力加入作战”。英国则希望苏德相争坐收

渔利，同时借助美国力量恢复北非和南欧势力，以各种借口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这反映

了

A.美国为战后主导世界体系做准备 B.英国世界优势地位面临美国挑战

C.一战时期美英存在矛盾利益分歧 D.二战英美盟国既合作又相互斗争

二、材料阅读（共计 52 分）

17. 【西南交通与国家发展】（12分）

材料一 茶马古道诞生于唐宋“茶马互市”后，是连接了云南、四川等传统茶叶产区，以马帮

等载体运输茶叶等物品到藏区和其他传统茶叶市场，换取皮毛、酥油、马匹等产品的交通运输网络。

广义上它以云南、四川、西藏为中心，覆盖了周边的湖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宁夏等省区，

还进一步向外延伸到了缅甸、印度、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

——凌文峰等《茶马古道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日本封锁中国海岸到滇缅公路通车之前，中国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东南通道，经过香港及广九铁路到达广州；第二条西南通道，经过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及

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三条是西北通道，即从苏联中亚地区的萨雷奥泽克开始，经迪化到达兰州的

公路。这条公路全长 2925 公里，其中在苏联境内 230 公里，在中国境内 2695 公里。在这 3 条通道

中，由于种种原因，1938 年下半年建成的滇缅公路连接了水路和铁路运输，成为中国从海外输入物

资的最重要通道。

——摘编自崔巍《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与滇缅公路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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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社会“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抗战时期滇缅公路地位特殊的原因。（6分）

18. 【时代与时间观】（14分）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受自然季节年复一年有秩序地往返变换的影响，长期认为时间是

循环进行的。当基督教在欧洲传播以后，人们对时间的看法就带着宗教色彩，终于形成另一种教会

的时间观。教会时间观认为，在短暂的时间之外，还存在先验的永恒，时间存在于尘世，永恒存在

于天国……时间与永恒相比只是一瞬间，因为尘世是悲苦的，人们只有通过奉行圣礼和施舍，进入

永恒状态，才能享受极至的幸福，所以死亡成了值得歌颂的事。

——张椿年《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

材料二 宇宙时间是永恒的，人类生命却是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不再盲目相信末日审

判，他们认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时间，能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取无限的个人价值。以莎士比

亚为代表的诗人认为“永恒的夏季”不会终止，“优美的形象”也不会消亡，因为诗歌是永存的，人

能够借助诗歌而永恒存在。

——摘编自李铮《时间观视角下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人文主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教会时间观流行的原因。（6分）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教会时间观和人文主义时间观的不同，并分析人文主义时间观流行的的意

义。（8分）

19. 【印度森林与殖民统治】（14分）

材料一 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失败对印度森林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席卷印度全境的起义

使英国殖民者意识到需要通过铁路的延伸扩展对印度偏远地区的控制。1864 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

成立了森林局，以保证在印度修建铁路的各个英国公司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木材供应。原先茂密的森

林，在大量供应枕木和火车燃料之后，很多地方变得光秃秃的。所有铁路沿线曾经有森林的地方，

现在都呈现出一片宽宽的砍伐地带，沿线土地和野生动物失去了应有的保护。

——宋云伟《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对印度森林的管理开发状况研究（1858-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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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印度森林管理模式”，是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在管理印度森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既注重森林保护，又注重充分利用木材和各种林产品，达到盈利目的。该模式兼顾了政治现实、税

收提高和气候理论等多方面要求，由遍布印度的森林管理机构、受过专业训练的林务员以及日臻完

善的森林立法组成。这种模式特征，与英最初修建铁路将枕木供应承包给私人以致造成巨大浪费有

关，同时也受到“德（国）之全部森林，率由政府管理”的影响。

——摘编自孙中华《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森林的影响（1757-1947）》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印度森林被砍伐的主要用途，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用途造成的影响。（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19世纪中后期印度森林管理模式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

因。（8分）

20. 【社会主义革命】（12分）

材料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与农民形成一

种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恩格斯也指出：“为了夺取

政权，这个政权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社会主义革命”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

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