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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度上期高 2024 届入学考试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60分钟            满分：100 分 

一、单项选择题（22小题，每题 3分，共 66分） 

1．商朝时期，中央王室与各族首领组成管理阶层；地方派遣的职官和归服方国诸侯，是形式上的支配与

被支配关系，未必有血缘关系。到西周时期，即使与地方上的诸侯无血缘关系也通过联姻与王室形成甥舅

关系。据此可知，西周时期（   ） 

A．宗法贵族政治影响力式微              B．统治方式出现根本变化 

  C．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D．王政统治得到一定强化 

2．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战国

晚期，秦、齐、楚等诸侯国都拥有人数近百万的军队，连七国中最小的韩国也有 30 万兵力。这一变化主

要是因为（  ） 

A．军事理论的形成     B．生产方式的变革      C．政治制度的演进    D．地形地势的利用 

3．孔子在社会伦理上强调尊卑有别，等级分明，但在教育上却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贵贱，人

人都有受教育的资格。这一差异表明孔子（   ） 

A．重视教育对社会秩序的作用             B．具有比较超前的政治理念 

  C．有意推动私学的兴起和发展             D．教育理念与伦理观相矛盾 

4.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统一六国之后，政府所属的“祠官”对全国山川的官方祭祀进行了统一安

排，关东地区列入官方祭祀的对象有山五川二，关西地区则是山七川四。秦朝这一安排（   ） 

A．强化了秦人的统治地位              B．体现了儒学影响力扩大 

C．改变了祭祀的社会功能              D．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差异 

5.清初学者王夫之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即置郡县为“行其大公”。

民初学者章太炎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平其政”即“使人们在政治上平等”。“行其大公”

和“平其政者”体现在（  ） 

A．百姓不再是封君的属民              B．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序化 

C．依据才干政绩任免官吏              D．郡县制更利于皇帝集权 

6.秦始皇曾五次巡游天下以昭告王权所在，并以“五德终始”说来论证秦代周的合理性， 但当山东豪杰

为恢复封建揭竿而起时，民间则是一呼百应。这说明当时（  ） 

A．皇帝制度违背了历史潮流            B．治国理念变化导致秦朝社会动荡 

C．地方豪强是反秦主要力量            D．新型国家形态尚未获得有效认同 

7.秦王朝建立至汉武帝初年，铁器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作的铁器物美价廉。而在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官府制造生产的铁器农具，质量不佳且价格较高，妨碍农事。这说明（  ） 

A．盐铁官营不利于百姓生活            B．适当竞争有助于经济发展 

C．垄断专营易引发官商勾结            D．官营工匠的技术水平不高 

8．魏晋以来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宋人李觏认为原因在于“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张载认为佛道追求

的彼岸是虚幻的，与“吾儒”水火不容。由此可知，李觏、张载主张（  ） 

A．儒法并用以维护君权                B．立足考据以重建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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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节日庆典巩固宗教信仰                    D．世俗精神融入宗教活动 

17．“商业革命”激起了欧洲国家之间商业竞争和对海洋的控制权，引发了英西战争、英荷战争、英法七

年战争等大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西欧各国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材料意在说明（   ） 

A．传统商路变更激化欧洲国家间矛盾           B．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已初步建立    

  C．新航路开辟影响了西欧的社会生活           D．“商业革命”推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18．据统计，1851—1871 年英国女性在商业、公共管理、医药和教育领域的就业人数从 95000 人增加到

138400人，增长率达 45．68%；1851—1911年女性职员在全部职员中比例从 2%增加到 20%。材料表明（  ） 

A．英国实现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B．妇女在就业竞争中占优势 

C．工业革命促进了妇女角色转变               D．妇女的参政意识逐步增强 

19.新政期间，因最高法院多次否决总统提出的法案，罗斯福提出增加最高 

法院法官的改革方案。右图为表现这一改革方案的漫画，它表明（  ） 

A．三权分立体制遭到破坏            

B．行政权力扩张引发担忧 

C．美国新政取得显著成效              

D．最高法院维护宪法权威 

 

20．下表为 1928年、1932 年和 1937年苏联拖拉机数量与农业集体化发展

状况统计表。它反映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是（  ） 

时间 拖拉机数量（万台） 参加农业集体组织农户占全国农户比例（%） 

1928 年 2．7 1．7 

1932 年 14．8 61．5 

1937 年 56．1 93．0 

A．优先发展重工业                          B．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 

C．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                      D．农业集体化滞后制约工业化发展 

21.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英国掀起国有经济私有化浪潮；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广播电台法》

《运输法》《渔业法》《电讯法》《石油天然气法》《能源法》等涉及各行各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这表明英

国政府（    ） 

A．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B．开创了“知识经济”发展模式 

C．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D．调整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22．下表为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统计表。 

时期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20世纪 50年代 4．7% 4．1% 

20世纪 60年代 5．8% 5．1% 

20世纪 70年代 5．3% 3．2% 

表中现象的出现（    ） 

A．改变了两极对峙的格局                     B．与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  

C．表明世界贫富差距缩小                     D．有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 

二、材料分析题（2小题，共 34 分） 

2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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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四川古代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盆地内多山地、丘陵，将广袤的地域分隔成众多的小平

坝（即小盆地），一平坝到另一平坝并不方便。四川人民为了消除空间阻隔，不断开拓交通路线。至两宋

时期，由于都城都在四川东面，唯以长江水路为主体的峡路横贯东西，是四川与中央政府的唯一通途，成

为四川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峡路是转输蜀布帛、粮草、川盐和纲马的重要漕运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重要通

道。但峡路转输成本高昂，民困不支，且水路险恶，事故频发。 

——据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等整理 

材料二 

1904 年，川人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着手筹办铁路。虽尝试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多种方式，但至

1910 年，该公司只筹到所需路款的约十分之一，开工日期一推再推。1911 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

通过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官办，剥夺了川汉铁路公司的筑路权，保路运动随即发生。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屡有兴工之议，但至解放前，未能铺设一寸铁轨。 

——据宓汝成《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整理 

材料三 

为实现西南人民自清末以来 40 余年的愿望，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人民政权的力量，成渝铁路

于 1950 年 6 月 15 日正式开工修建。1952 年 7 月 1 日，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 31 周年纪念日，新中国第一

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隆重的全线通车庆

祝大会。它的建成，是中国筑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摘编自俞荣根等《当代重庆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四川古代的交通状况，说明四川峡路交通在宋代的地位与作用。（10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川汉铁路在筹办过程中为何充满曲折。（7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渝铁路修建的历史意义。（7分） 

2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0 分） 

材料 

15—17世纪，伴随着中、西方社会的变化，传统绘画有了新突破。 

中国古代自画像称为“自写真”，最早记载于《后汉书》。宋元始有零星作品传世，但多将人物融入山

水背景或群像中。明清时期，部分士人挣脱“无我”枷锁，画中人物也从背景中独立出来。画家借助像赞、

题记表达自我。苏州人沈周的自画像呈现了眼睛、额头、皱纹和老年斑等更为个性的面部特征。绍兴人徐

渭在自画像上写道，“吾年十岁手植青藤”“流光荏苒，两鬓如霜”“合作此图，寿藤亦寿吾”。江南画家唐

寅、陈洪绶等也有自画像传世。 

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少量自画像。15世纪以来，意大利人热衷于古典文化，并效法古罗马人定

制艺术品以获得不朽荣誉，自画像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发展起来。画家多在宗教、历史等场景中插入自己的

形象。威尼斯人改进了制镜技术，阿尔伯蒂的《论绘画》分析了数学、几何学与绘画的关系，推动了自画

像写实风格的发展。画中人物脱离场景，独立呈现。丢勒、提香等人绘制了多幅自画像。丢勒在自画像上

写道：“我，丢勒，在 28 岁时用永不褪色的颜料画下了我自己。”16、17 世纪后，欧洲出现自画像收藏热

潮，伦勃朗一人就创作了 70 余幅自画像，莱奥波尔多·德·美第奇则收藏了 79 幅自画像。 

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结合所学并自拟论题，阐释 15—17 世纪自画像的发展所折射出的中、西方时

代特征。（要求：信息提取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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