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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联测2021—2022第一次考试

高三历史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案 D B C A C A C A C A B C A D D

1.D 解析:本题材料主要研究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政治人物的主张和举措,这些举措打击了贵

族政治,推动了官僚政治的出现和发展,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故D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思想领域

的融合趋向凸显,故A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一些诸侯国的改革主张,无法反映国家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故B项错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通过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掌握了政权,治
民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渐融合,而不是分离,故C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著名政治人物的主张或举措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

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历史解释)。通过试题让学生认识

到,先秦血缘政治逐渐向官僚政治转型,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的发展特点,感受政治文明的进步。

2.B 解析:本题题干主要研究的是汉武帝通过机构改革,强化对全国盐铁等资源的掌控。其目的之一是通

过控制经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故B项正确;A项说法不符合史实,故 A项错误;根据题干信息可

知,汉武帝设置大司农时,盐铁等已经属于少府所管,盐铁官营政策已经出台,C项说法与史实不符,故C
项错误;汉武帝的这一做法本质是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大司农加强盐铁等经济控制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
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历史解释)。让学生了解到,在古代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手段是多样的,认识到古

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加强的重要特征。

3.C 解析:本题的题干主要研究的是唐代利用绘画来褒崇勋德,其功能与儒家六经相同,说明唐代利用绘

画来强化社会教化,故C项正确;题干信息无法反映当时注重钟鼎图文的传承,故A项错误;唐代思想领

域是“三教并立”逐渐走向“三教合一”的趋势,儒家独尊局面尚未恢复,故B项错误;D项说法与题干主旨

不符,材料无法体现唐文化的“创新”,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唐政府重视绘画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
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历史解释)。让学生通过试题,了解唐代绘画的社会教化的功能。

4.A 解析:从题干材料提供的信息“正心诚意的大胆创新”和“孜孜不倦的实验”可知,宋代瓷器的制作受到

了理学思想的影响,故A项正确;宋代制瓷技术是在继承前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并未颠覆

传统制瓷技术,故B项错误;材料无法体现制瓷技术传承的封闭性,故C项错误;D项与题干的逻辑关系

错误,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宋代瓷器制作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了

解宋代理学对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唯物史观)。使学生深刻体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掌握唯物史

观分析方法。

5.C 解析:本题主旨是明代通过茶马贸易扩大了明朝文化的影响力,形成了一条无形的文化疆域,促进了

民族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故C项正确;题干只是说茶马贸易形成了一条无形的文化疆界,并
不是扩大了明朝的疆域范围,故A项错误;B、D项内容与题干主旨不符,故B、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明朝茶马贸易切入,考查明文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影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历史

解释和家国情怀)。通过试题让学生认识到明代茶马贸易促进了民族交融,促进了统一多民族的发展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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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6.A 解析:材料说明晚清地方督抚私自设立地方金融机构,这一做法意味着清朝中央集权遇到了挑战,中
央政府权力出现了下移趋势,故A项正确;材料研究的是地方政府私设金融机构,无法反映B项内容,故

B项错误;C项说法不符合题干,D项说法不符合史实,故C、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晚清地方政府私设金融税收机构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

史理解为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历史解释)。通过本题让学生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等反抗斗

争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7.C 解析:题干研究的是杜亚泉和陈独秀在争论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他们的争论,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

放,推动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全面、辩证的认识,助推新文化运动向着更加理性方向发展,故C项正确;A
项内容在题干中无法体现,故A项错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未广泛传播,故B项错误;早在鸦片战

争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争论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史理解为

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历史解释)。让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以及杜亚泉和陈独

秀的争论,使学生认识到在多种思想碰撞交流中,新文化运动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

8.A 解析:题干主要研究的是,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发行“工”字银元被许多人认可并使用,这有助于扩大

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力,故A项正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故B项错误;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是

在1935年,故C项错误;根据地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国民政府的封锁,但没有摆脱国民政府封锁,故D项

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井冈山“工”字银元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的时空观以及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

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时空观念、历史解释)。通过本题让学生了解在国共对峙时期,井冈山银元的发

行和使用,有利于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力。

9.C 解析:通过看地图的图示和作战路线,可知该战役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抗战信心,扩大了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壮大了人民民主力量的声威,故C项正确;在百团大战之前,敌后战场就已经成为

抗战前线,故A项错误;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转入反攻,故B项错误;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是太原会战,而不

是百团大战,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地图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的时空观以及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形成历史

认识的能力(时空观念和历史解释)。通过本题让学生了解在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连续溃

败,全国抗战信心的动摇,百团大战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信心;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声威。

10.A 解析:本题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网络的建设,其主要目的是宣传与新中国相适应的价

值观念,构建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故A项正确;电影网络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并非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

进行,故B项错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在1956年后,当时尚未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故C项错

误;“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在1956年,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新中国初期电影网络的构建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史

理解为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和历史解释)。通过本题让学生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重视社

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对推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巩固政权作用巨大。

11.B 解析:本题材料主要研究的是雅典对法律的重视,从时间上看是在伯利克里雅典民主政治繁荣以后

出现的现象。从材料可知,雅典对法律问题的解决过程,有助于增强雅典公民的责任意识,减少权力的滥

用,故B项正确;根据题干内容可知,一部分立法权转移到立法委员会,这对公民大会的权力有所削弱,
故A项错误;C项说法绝对化,故C项错误;雅典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以后逐渐衰落,D项不符合史实,
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雅典对法律的修改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时空观以及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

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时空观念和历史解释)。让学生认识雅典政治文明发展中重视法制建设的特

征,体会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12.C 解析:根据题干时间可知,当时美国是邦联体制,中央权力较弱,地方权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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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材料所说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1787年美国制定了宪法,将邦联体制改为联邦制,加强了中央政

府的权力,故C项正确;A项内容与题干所反映的主旨不符,故A项错误;根据时间,当时美国尚未实行

三权分立体制,故B项错误;材料不能反映国会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马萨诸塞起义切入,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时空观以及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时空观念和唯物史观)。让学生认识美国独立后邦联体制的弊端,认识到1787年宪法制定的必要性。

13.A 解析:材料主要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大量颁布圈地法令,规范圈地运动,同时圈地数量大增,推
动了农业变革,这反映了英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故A项正确;B项内容和题干的主旨不符,故B
项错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政府逐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故C项错误;D项说法与工业革

命时期史实不符,故D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圈地运动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和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形成历

史认识的能力(唯物史观和历史解释)。让学生认识工业革命后圈地运动法令大量颁布,圈占土地数量增

加,本质上反映了英国生产力的提高。

14.D 解析:材料主要研究的是苏联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城乡关系矛盾问题,苏联政府最终采用行政命令和

计划方式处理这一矛盾并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故D项正确;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于1929年,与材料时间

不符,故A项错误;材料信息可以用来研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但不能说明苏联计划经济体

制确立的意义,故B项错误;农业全盘集体化出现在1929年,当时尚未出现,故C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苏联工农业产品价格切入,考查利用时空观、唯物史观以及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

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时空观念、唯物史观和历史解释)。让学生认识城乡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合

理,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继续实行,让学生多角度分析新经济政策被废除的原因,培养学生多角度分析问

题的能力。

15.D 解析:材料主要体现了亚投行的建立,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影响力提高,冲击

了传统欧美国家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故D项正确;图片内容寓意是亚投行冲击了美欧关系,
材料不能体现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A项内容与寓意不符,故A项错误;西方阵营在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就已经出现分化趋势,故B项错误;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初期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故C项错误。
【命题意图】本题从加入亚投行漫画切入,旨在考查和培养学生利用时空观和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形
成历史认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让学生认识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

16.答案:(1)北京地处北塞“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不利于危难时刻转危为安;北京是边防重地,政府疲于应

对外来进攻,不利于礼乐政教的有效建设;经济重心在南方,北京作为都城,需要大量的粮食以及财政的

转运,造成了江南之民疲于运输物资,政府大量资金用于河道建设,财政负担沉重。(9分,每点3分)
(2)金陵是六朝古都以及明朝初期的都城,有着悠久的建都历史和都城基础;金陵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

江汉平原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南方重要经济区的纽带;军事战略位置重要,进可北上淮河流域,退可凭借

长江天险防守。(3分,答出任意一点即可)
解析:在解答第(1)问时,学生可以根据材料中有效信息如“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

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及“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缴纳粮食等物资),大府之金钱靡于河

道,皆都燕之为害也”,将其概括下来即可;在解答第(2)问时,学生可以根据所学知识,在唯物史观指导

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进行补充,只要符合事实,逻辑关系得当即可得分。
【命题意图】本题从黄宗羲对明朝迁都的认识切入,考查学生利用唯物史观以及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

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以及史料实证能力。本题以明清政治、经济、思想等知识为依托,强化历史核

心素养的考查。

17.答案:示例 经济理论的调整和实践影响经济的发展(2分)

 20世纪初,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动之下,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

变,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入了深渊,迫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挽
救现存的社会制度。1933年,罗斯福上任美国总统,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

发展的新模式,经济得到复苏。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凯恩斯主义,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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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罗斯福新政在实践上印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凯

恩斯主义指导下,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国家财政赤字增大,通货膨胀迹象明显,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滞胀”。面对严重“滞涨”问题,凯恩斯主义失灵。在这种

情况下,西方国家采用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理论,在减少国家干预的同时,加大国防和高科技的投入,降
低税率,减少国家开支,平衡预算等措施,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发展。(10分)

总之,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的调整和实践影响经济活动。(1分)
解析:解答本题时,学生首先要认真审题,明确试题的要求,可以选择一组或几组信息进行阐述,在阐释时

围绕“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核心内容论述。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经济理论也不尽相同。例如,
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较为兴盛,而资本主义

国家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开拓本国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

展;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了经济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学生要

根据所学知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影响等角度进行阐述即可。
【命题意图】本题从世界近现代史涉及的主要经济理论切入,考查和培养学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利用史

料和所学知识,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认识(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本题考查世界近代经济

史知识,涉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学生任选一段或综合思考回答。

18.答案:(1)特点:
  

受三民主义影响;随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能体现历史学科育人目标;重视培养学生使命

感。(6分,每点2分,答出任意3点即可)
(2)趋势:由单一的课程模式向着必修与选修的多样化、选择性、层次性课程模式发展;从偏重政治制度史

向均衡设置高中历史课程方向发展;
 

教学目标清晰,重视多层次能力培养,着眼于国家和社会需要,也兼

顾学生个体发展。(4分,每点2分,答出任意两点即可)
意义:有利于历史课程建设,推动历史教学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适应

国家建设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文精神教育,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适应了改

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4分,每点2分,答出

任意两点即可)
(3)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4分,每点2分,答出任意两点即可)
解析:在解答第(1)问时,学生可以根据材料提示的关键信息如“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指导下”“关注

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历史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体现了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等,
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概括即可。在回答第(2)问时,学生根据材料二提供的关键信息如“将高中历史课程

重新划分为必修与选修,形成了多样化的课程模式。课程内容设置大幅减少了政治制度史的比重,增加

了与学生生活实际联系较密切,也较容易理解的经济、文化、科技史”等内容,可以概括出20世纪90年代

后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发展趋势。在分析意义时,要注意利用唯物史观,根据所学知识和阶段特征从政治、
经济、思想、人文等角度思考,即可得到答案。在回答第(3)问时,需根据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多

角度总结即可。
【命题意图】本题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课标切入,考查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知识。不同时期历史教育的课

标(大纲)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本题旨在考查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分析近现代中国

历史教学大纲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在唯物史观引领下,利用史料,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形成历史认识的

能力。

19.答案:(1)问题:
 

一级行政区数量众多,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增加了政府负担。(2分)
方法:重视地方官的聘用和升迁管理,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地方刺史;将全国划为十道监察区,设置采

访使,以加强监察地方政府。(4分,每点2分)
(2)基本理顺了地方行政区划,强化了吏治管理,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减少了行政经费开支,提
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对后世地方行政制度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分,每点2分)
解析:在解答第(1)问时,学生根据材料中提供的关键信息如“权置州郡颇多”“不仅增加唐王朝经济负担,
而且不易管理”等归纳概括即可;再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如“划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域”“依照‘六条’进行监

察”“作为升降废置的参考”等信息概括,即可找出唐初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回答第(2)问时,要在唯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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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指导下,利用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思想等角度进行多角度分析。
【命题意图】本题从唐初行政改革切入,考查古代地方行政改革相关知识,旨在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史主

干知识或核心特征掌握程度,让学生从提供的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结合相关知识思考历史问题,培养学

生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强化历史学科素养,特别是唯物史观、历史解释的能力考查和落实。

20.答案:(1)欧洲历次战争特别是一战惨痛的教训,迫使欧洲人探寻保证欧洲持久和平的具体方案;一战削

弱了欧洲实力,改变了世界格局,欧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受到美国冲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努力。
(6分,每点2分)
(2)体现了人们要求和平的愿望,一定程度促进了各国政府对欧洲联合的认同;促进欧洲政治家在欧洲框

架内思考解决自身安全和发展问题;为二战后欧洲的联合奠定了基础。(6分,每点2分)
解析:在解答第(1)问时,学生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阶段特征,并结合材料的有

效信息进行思考,例如“一战的规模、血腥程度及造成的损失,都远远超乎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同时一战也

带来了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和欧洲人危机意识”即可总结分析出“泛欧”运动出现的背景。在回答第

(2)问时,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泛欧”运动所涉及的相关角度分析,例如从欧洲政治家、民众等角度分

析其影响。
【命题意图】本题从“泛欧”运动切入,考查一战后欧洲人解决欧洲战乱,实现长远和平的努力探索。旨在

考查一战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影响,让学生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
同时加强对唯物史观、历史解释、时空观念学科素养的能力考查和落实。

21.答案:(1)不顾危险,完成军工生产任务,支援解放战争;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革,为先进机器设备制造作出

了突出贡献,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技术和文化的传、帮、带制度,促进了技术交流和整体水平

提高。(6分,每点2分)
(2)新生人民政权的成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作积极性极大提高;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推动;工人阶

级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无私奉献、拼搏进取、真抓实干的敬业精神的推动。(6分,每点2分)
解析:在解答第(1)问时,学生可以根据材料提供的关键信息解答,例如“奋不顾身地完成了一批军工生产

任务”“哪里有先进技术和先进操作方法,就到哪里学习取经”“建立了技术和文化的传、帮、带制度”等信

息概括。在解答第(2)问时,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特征,从政治、经济、思

想、人文等角度进行思考即可。
【命题意图】本题从马恒昌小组切入,考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工匠精神,旨在考查学生利用史料提取有

效信息,结合利用唯物史观和相关知识思考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深刻体会工匠精神,增强建设

祖国的使命感。同时加强对唯物史观、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能力考查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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