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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 2021 年春季高二年级期末调研考试

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题号 1 2 3 4 5 6 7 8

答案 C A B A C B D A

题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D A C D A D B A

1. C 材料对比了商周两代关于“德”字的写法，对比商代的“德”来源于天命

神意，周代的“德”加入“心”，意味着有了自己的想法，多了人性色彩，这说

明西周天命观蕴含着民本思想，故选 C；材料反映出商代统治的神权色彩浓重，

而西周多了人性色彩，故排除 A；材料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况，无法说明

等级秩序严格，故排除 B；结合史实，神权观念并未消失，故排除 D。

2. A 尚书异军突起，尚书等内朝官的实际地位很快就超过了外朝官，包括外朝

官的首领丞相。说明外朝官（丞相）的权力被削弱，中枢机构重大调整，故选 A；

汉武帝时期设内外朝制度，尚书是内朝官，是帮助皇帝处理公文机要的亲近大

臣，并不是真正的丞相，故排除 B；中央集权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与题无关，

故排除 C；“独尊儒术”强调思想大一统，与题无关，故排除 D。

3. B 由材料“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

降不实，租庸调之法坏而两税行”可以得出其认为租庸调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求，因此出现了两税法，由此可知，其反映的是两税法出现的背景，B 符合

题意；材料没有涉及租庸调制的意义，A 不正确；材料没有涉及两税法的影响，

C不正确；D与材料内容不符。

4. A 通过材料可以看出江浙地区由原来的粮食产区变成了粮食输入区，这主要

是因为江浙地区农业经济出现转型，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或从事其他行业，故 A

正确；南北漕运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与题无关，故排除 B；小农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不符合史实，故排除 C；自然条件的变化影响粮食产量也与题无关，故排除 D。

5. C 材料中“有补天济世之才，利物济人之德”体现了儒家传统的入世观念，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故选 C；A、B、D 在材料中均不

能体现。

6. B 清朝中前期清政府利用茶叶制约了边疆少数民族和俄罗斯，因此清政府认

为依然可以利用茶叶制约英国以解决鸦片问题，由此可知清政府固守传统观念，

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故选 B；“主要制裁手段”的说法过于绝对，故排除 A；盲

目采用茶叶为制约手段其实是清政府对英国不了解的表现，故排除 C；清政府中

前期以茶叶为制约手段，但并不能说明使中国在外贸中占据优势，排除 D。

7. D 20 世纪初，清政府对原洋务企业主动进行“改制”，允许洋务军事企业从

事民用生产，这有利于洋务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经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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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发展，故选 D；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故排除 A；一定程

度上抵制列强侵略，B项错在“有效抑制”；材料只讲可以制造，而不是一定要，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实际进行考量发展，故不会增加资金压力，故排除 C。

8.A 材料中“1918 年以后，知识界和报界积极关注劳工问题……乃至要让劳工

‘成为世界的主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的内容。因此，这反映了 1918

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导向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民主与科学变为了宣传

马克思主义。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中国式革命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中

国共产党开创的，并非知识分子，排除 B 项。民主和科学针对的是专制与迷信，

劳工问题不属于其思想范畴，且 1918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取代

民主与科学，排除 C 项；材料强调的是知识界和报界对劳工问题的关注，但并

未提及劳工对知识界的态度，无法看出他们是否形成了统一战线，排除 D项。

9. D 材料中“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全国国民要认清，最后

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等信息可得知，该谈话有利于推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故选 D；A、B、C在材料中均不能体现。

10.A 材料反映了农民将余粮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结合所学可知，

1953 年正值我国工业化起步时期，工业化建设需要农业的支撑和保障，这与宣

传画的主旨相吻合，故选 A；宣传画反映的是农业支援工业，无法反映出计划经

济体制确立，故排除 B；宣传画没有涉及到城市与乡村的变化情况，故排除 C；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与材料时间不符，故排除 D。

11.C 从材料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公民都能参政，即材料强调了雅典民主理论

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故 C 正确；雅典公民热衷于城邦事务，排除 B；A、

D材料未涉及，排除。

12.D 根据对材料信息“教会表现乏力”“世俗方法”“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

追求和对生之权利的百般珍惜”等的综合分析可知，在“黑死病”冲击下，欧

洲人逐渐怀疑教会权威，正视世俗的科学研究，珍惜自身生命，这为欧洲转型

提供了契机，故 D正确；宗教改革发生在 16 世纪，时间不对，故 A不正确；近

代自然科学的起点是 1543 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B 与题干时间不符，

排除；材料强调的是当时欧洲社会对教会的怀疑，“基本否定”说法过于夸大，

排除 C。

13.A 温德姆不赞成在激荡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变革，主张采取稳健保守的方式，

故 A 正确；材料没有提及国王的存在是否合法，故 B 排除；C 与材料主旨不符；

材料无法反映民众对法国政体的态度，故 D不选。

14.D 结合所学知识，德意志关税同盟是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

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根据材料中“建议邦国间废除关税，

成立德意志工商关税同盟，对外国产品实行报复性关税”体现了德意志建立关

税同盟是为了对外国产品实行报复性关税，这体现了德意志即将走向统一。故

本题正确答案为 D；A、B、C与题无关。

15.B 材料体现的是苏联在不同时期执行的不同的农业政策，都属于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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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部调整，是苏俄历史发展的见证，故 B 正确；余粮收集制严重挫伤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A排除；“固定的粮食税”“合同定购制”并未牺牲农民利益，故

C排除；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推行的，D排除。

16.A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扩大对外体育文化交流，展示其社会制度优势，扩

大其世界影响。因此，美国的主要目的是 A 项；B项是手段，非主要目的；C、D

与题干不符。

17．（1）背景：对传统技术（如印章和碑刻拓印）的继承和发展；佛教、道教

的盛行及其经典的广为流传；科举制的发展与完善；官府或私家刻印书籍的大

量增加；唐宋时期封建经济繁荣；唐宋时期，文化世界领先。（任意 3 点 6分）

（2）优点：省工省力，成本较低，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2分）

主要原因：可以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

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主要印刷历书、农书等工具书)；科举制和儒家思想的制

约(印刷品局限于科举范围之内)；文化传统的制约(女性读书少)；雕版技术已

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工艺，更换印刷方法的要求并不迫切。（每点 2 分，4 点

8分）

18．（1）中共革命重心从南方移至北方。（2 分）

（2）解释：应包含转移的原因、转移的史实、转移的影响。

1933 年，“左”倾领导人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长征结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

面。（4分）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开辟敌后战场；（2分）华北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集

中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并取得了抗日战争

的完全胜利，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分）

19．（1）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撤离中国阶段）（1949—1978 年）

（3分）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重返中国阶段）（1978 年以后）（3 分）

（注明：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和改革开放深化阶段，不

过分拘泥于参考答案）

（2）解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撤离中国阶段）（1949—1978 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奉行“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冷战的

国家背景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与封锁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更加敌对。可口可乐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

侵略的代表，彻底退出中国市场。（6分）

改革开放后（重返中国阶段）（1978 年以后）：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

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美之间经

济文化沟通不断加深，可口可乐公司重回中国市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目标的确立与初步实现以及中国加入世贸，更深层次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成为可口可乐全球第三大市场。（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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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论题明确，可选连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金融中心，说明转移的原因；紧扣

国际大事件（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战后资

本主义新变化）。

层次一：所拟论题不够明确，缺乏史实，逻辑不够清晰；（3—4 分）

层次二：所拟论题基本能够围绕主题展开，观点较明确，史论结合，逻辑较清

晰；（5—8）

层次三：所拟论题紧密围绕主题展开，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

晰。（9—12 分）

示例一：论题：国际金融中心的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2 分）

威尼斯 → 阿姆斯特丹

意大利的威尼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贸易交汇的要冲，十三、十四世纪出现

资本主义萌芽，威尼斯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新航路开辟后，

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逐步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16 世纪末尼德兰、

英格兰等国家逐步崛起，威尼斯走向衰落。（4 分）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商传统。在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

民统治之后，荷兰商人抓住机遇发展造船业，并迅速加入海外贸易竞争中，成

为“海上马车夫”。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荷

兰创新金融制度，组建大型商业公司，发行股票。17 世纪开始，阿姆斯特丹的

金融业已经非常发达。（4分）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随着世

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2分）

其他：阿姆斯特丹 → 伦敦

荷兰是专营海上转运贸易的商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在三次英荷战争中，

被英国打败。荷兰的商业资本无法对抗英国先进的工业资本。最终阿姆斯特丹

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较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

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英镑地位提高，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伦敦 → 纽约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优先使用新的科技成果，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并超

越英国。一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二战后，美元取代英

镑，确定了其中心地位， 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

位，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金融中心从欧洲转向美洲。

（其他论题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亦可，如：国际金融中心的迁移是不同时期

经济发展的产物；国际金融中心反映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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