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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末调研考试

历史试题

考生注意: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条形码粘贴在

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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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本试卷上

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

1.古代雅典的法律规定,凡属国家机关,雅典公民都有权参与管理;凡属国家大事,雅典公民都

有权参与决策。一切管理和决策活动不需要别人代表,而是公民自己以完全独立的主体直接

参与。这表明古代雅典

A.全体居民参与城邦管理 B.公民是城邦民主的主体

C.公民权利高于城邦利益 D.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

2.公元 646 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
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分别成为“公地”和“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

租庸调制。孝德天皇此举

A.挽救了日本的民族危机 B.促进了日本的社会转型

C.导致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D.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

3.图 1 为阿兹特克人发明的“浮动园地”，这是--种创造性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耕种者每年

可以从园地中获得七次收成。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然使用这种耕种方式。据此可知,古代美

洲

A.创造出发达的农耕文明 B.农业生产技术领先世界

C.农业生产突破自然限制 D.国家治理模式影响深远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4. 表 1

表 1 为 15-17 世纪欧洲人的部分海上探险活动。这些活动

A.促进了世界各地区的共存共荣 B.揭开了探索全球航路的序幕

C.开启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 D.拓宽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

5.米开朗琪罗善于雕刻和绘画,其雕塑作品《大卫》和《摩西》,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

审判》,展示了人体美和内心美,歌颂了人的力量与伟大。据此可知,这些作品

A.肯定了启蒙运动的主张 B.表达了鲜明的反封建精神

C.体现了民主意识的觉醒 D.契合了时代对人的重新定义

6.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可以通过缴纳-定数额的金钱为自己赎身,成为自由民。这些人中,
有相当一部分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些现象有助于

A.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B.消除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C.稳定俄国国内社会秩序 D.改变封建地主土地制度

7.1815 年,英国议会通过《谷物法》,抬高国内市场粮价,使每个工人领得的工资仅能糊口,有时

甚至不能果腹。英国议会此举

A.遭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对 B.破坏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

C.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D.提升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8.巴黎公社规定,“凡在公社学校上学的学生,今后一切学习用品,概由教师向区政府领取,免费

发给。教师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索取费用”。这可用于说明,巴黎公社

A.防范官员贪腐 B.崇尚科学精神 C.推崇依法治国 D.注重民生问题

9.1822 年,佩德罗一世发表《告巴西人民宣言》，号召巴西人民“醒来吧!很久以来欧洲伟大

的宣传家所倡导的独立与幸福正在阔步前进。你们已成为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其意

在

A.实现巴西国家的独立 B.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C.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D.探索出巴西式现代化道路

10. 19 世纪 30 年代,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法国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时,德国才开

启工业革命的步伐。然而从 19世纪 70年代至 20世纪初的 40多年中,德国迅速由工业化，“追

随国家”变成了“先锋国家”。对此的正确理解应是

A.德国超过英法占据世界霸主的地位 B.德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C.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D.英国已经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11.据统计, 1933 年美国失业人数达 1280 万人,占当时美国劳动人口的 28. 4% ;德国失业人数

达 600 万人，几乎占全国工人的一半;英国失业人数近 300 万人,法国失业人数达 150 万人。

这反映了经济危机

A.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地 B.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C.加剧世界紧张的局势 D.导致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12.1956 年 9 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美苏之间要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鼓

励美国公民越洋过海去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和交流。这--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A.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 B.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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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深对苏联的客观认识 D.对外渗透文化价值观

13. 1981 年 5 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标榜要建立“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其中经

济政策方面的核心要求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扩大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反映了当时的法

国

A.政治体制发生质变 B.削减“福利国家”的规模

C.加强国家干预经济 D.逐步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14. 1960 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访问非洲时说:“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不

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在制定国家政

策时把它考虑进去。”据此可以推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A.英国主动放弃对非洲的殖民统治 B.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非洲风起云涌

C.英国热衷于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 D.非洲民族解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5.图 2 为 1970- -2018 年全球贸易额占全球 GDP 的百分比。这表明

A.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基本形成 B.世贸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C.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趋向加深 D.合作共赢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16.1992 年 6 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的《和平纲领》指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包括以下四

个组成部分:预防性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冲突后缔造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

维和行动的职能和范围。加利提出《和平纲领》的时代背景是

A.美苏冷战造成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B.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组合

C.第三世界国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D.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亚 历山大远征记》记载:“亚历山大一个人站在城墙上,有几个印度人冲过来要跟

他肉搏,他挥动宝剑连扎带砍都给撂倒”。亚历山大始终狠抓部队的战术和技术训练其用兵之

妙在于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战法。比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获悉达塔米期率波斯战船十

艘在锡夫诺斯岛附近抛锚时,亚历山大趁黑夜亲自率领战船十五艘在敌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下

发起攻击。亚历山大非常注重和士兵的关系，曾被腓力二世流放的人才,在腓力二世去世后,
依然得到亚历山大重用。

——摘编自王少博《浅析亚历山大东征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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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一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

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
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被囊括在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也迅即崩溃,被其部将瓜分一空,但希腊一马其顿

人对当地民 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

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

——摘编自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亚历山大东征成功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影响。(8 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一 国内战争结束后, 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

和政治危机:农民难以忍受余粮征集制的沉重负担,产生了严重不满;大批工人由于饥饿和工

厂停工而纷纷从城市逃往乡下,成为“背口袋的人”(搞粮食投机的人)。列宁认识到如不改变

政策将失去广大工农群众。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小农经济

占优势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迂回过渡”的办法。1921 年 3 月，苏维

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石镇平《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材料二 在列宁心目中,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错误做法的纠正,
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和尝试。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发

展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恢复货币和商品交换等看出,无论是发展国家资

本主义，还是允许自由贸易、商品货币关系存在,都是列宁在破解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

际难题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毕竟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

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新经济政策

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无疑是破天荒的。

——摘编自王进芬《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精髓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4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并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例,说明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的原则。(8 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是由国家 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西欧、北欧国家举例来说,其社会福利制度几乎覆盖到

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例如，除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外,
各国还纷纷设立各种救济,如住房补贴、孕妇补贴、儿童营养补助、单亲家庭补助、老年人

医疗照顾计划等。

——摘编自唐乐《西方福利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及对策》

材料二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表示,在美国,各种社会福利开支在社会总支出和政府

预算中占有巨大份额,对政府收支平衡造成不小挑战。目前,美国每年财政赤字近万亿美元,
长远影响难以预估。德国慕尼黑华星艺术团团长唐志红表示,德国社保体系对于社会稳定及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造就了很多不工作只靠拿福利生活的人，还吸引了大量希望

享受德国高福利的移民。“羊毛出在羊身上,税收是福利开支的重要支撑,高福利就意味着高税

收。”李斧表示,高福利产生的税收负担令纳税人和企业很不满。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华侨华人分析:西方高福利制度为何陷人两难境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特点,并简析其作用。(10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的困境。(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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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表 2 19 世纪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简表(部分)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
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