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 2023—2024学年高三学业水平诊断(一)
历史·答案

1～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

1.答案 A
命题透析 本题以春秋时期的“华夏”“戎狄蛮夷”的称谓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

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自称华夏，可是孔子却认为相邻部族“进至中国则中国之”、

子夏则称这些部族“恭行仁义”“皆兄弟也”。孔子和子夏把这些部族(的部分势力)也视

同中原“华夏”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华夏认同的观念，A项正确。材料只是孔子对社会

现象的说明，排除 D项；材料对诸侯纷争和农耕经济发展情况没有说明，排除 B、C两

项。

2.答案 D
命题透析 本题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信息、调动和运

用知识解读历史现象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根据材料可知，东汉史学家班彪仿《史记》,续写纪传体《史记后传》百余篇，

这体现了《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影响之深远；材料中“批评司马迁不能依五经之法言，

不能同圣人之是非”体现出班彪强调用儒家正统思想撰写史书，D项正确。材料中没有

强调《史记》的地位和影响，排除 A、B两项；材料没有体现政府对撰写史书的态度，

排除 C项。

3.答案 C
命题透析 本题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解读材料信息、调动和运

用知识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

考查。

思路点拨 材料中“语言、衣冠汉化”、将鲜卑和汉族豪强定姓族，体现了孝文帝“以

继华夏正统自居”,重视民族交融，旨在巩固北魏封建统治，C项正确。孝文帝时黄河流

域已经基本完成统一，排除 A项；B、D两项与材料主旨不符，排除。

4.答案 B
命题透析 本题以唐代诗文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

识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根据材料可知，从唐德宗到唐文宗时期，皇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两税(指
户税和地税)之外滥征赋税。这反映了两税法的实施防范重复以前赋税滥增现象，减轻

农民的经济负担，B项正确。材料并未涉及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削弱的状况，排除 A项；

材料虽涉及租庸，但未涉及土地兼并，排除 D项；材料虽有政治斗争，但没有农民起义

问题，排除 C项。

5.答案 D
命题透析 本题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解读材料信息、调

动和运用知识甄别历史真伪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辽朝中央北面官运作机制图表明，在辽朝中央机构北面官体系中，南大王院

受南枢密院管理；而小说《天龙八部》却让南院枢密使辅佐南大王院的楚王萧峰。这显

然是小说对辽国官制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D项正确。材料仅阐释了辽北面官的情况，

并未涉及南面官，不能体现对辽“蕃汉分治”的态度，排除 A项；材料中没有基层治理



的信息，排除 B项；小说并非真实地再现辽朝历史的信息，排除 C项。

6.答案 B
命题透析 本题以唐宋服饰对比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运用知识

进行历史比较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材料显示，从唐代到宋代，崇尚戴胡帽变成胡服流行——民族交融得到了发

展；公服为百姓“所效仿”“衣冠着色从鲜艳、单纯变为繁复、多样且协调”——社会

成员的身份平等逐渐增强，B项正确。宋代家族观念淡化，排除 A项；“契约关系盛行，

世袭奴婢减少”只体现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没有体现材料中民族交融的特点，排除

C项；材料不涉及官方对社会的管制情况，排除 D项。

7.答案 B
命题透析 本题以蒙古西征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说明历史事物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的

考查。

思路点拨 成吉思汗追逐敌人的波斯图画表明，蒙古西征使西亚的伊朗人在绘画和史书

撰写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则体现了蒙古西征引发的东西

方交往与交流，B项正确。材料并不涉及民族迁徙、亚欧大陆政治格局的问题，排除 A、
D两项；材料并不涉及被征服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排除 C项。

8.答案 C
命题透析 本题以晚清林则徐、邓廷桢的诗词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

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材料中“乍收来、万斛珠圆”“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反映了吸食鸦

片耗费大量资财、戕民荡产的情形；“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彰显了作者当时

收缴鸦片的肃清之志、收功之情；“好音定见飞鸮集，感帨何妨有吠龙”;“域外贪狼犹

帖耳，肯教狂噬纵村龙”彰显了林则徐等人肃清烟毒的情势纠繁——有人反对，有人起

哄，但“域外贪狼”必当俯首，收缴鸦片必能成功。由此可断定林则徐、邓廷桢的诗词

歌咏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事件，C项正确。材料与晚清官场腐败、太平天国运动无关，

排除 A、D两项；材料中的诗词并未体现向西方学习问题，排除 B项。

9.答案 D
命题透析 本题以有关洋务运动的两项奏折和一项数据统计为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解读

材料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历史事物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由材料可知，捐纳促进了海防建设、推动了军工企业的举办和发展以及为洋

务运动输入人才，这体现了政府借助经济手段筹集洋务发展的资金，D项正确。李鸿章

的奏折和张之洞的奏折只能反映捐纳促进了海防建设、军工企业发展，并不能体现中央

权力下移、抵御侵略，排除 A、B两项；材料中捐纳并非民间对洋务企业的投资，排除

C项。

10.答案 A
命题透析 本题以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所学知识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学

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材料表明，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认识到西方之强在于政体之善；他

们对于三权分立的西方政体的内在统一性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和认知，A项正确。材料

只是说明西方政制之分权之优，并没有强调尽改全国政体或照搬日本体制，排除 B、D



两项；材料主张顺应世界大趋势，并没有提出法治至上，不涉及建立法治国家，排除 C
项。

11.答案 B
命题透析 本题以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信

息、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

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根据材料中“19岁的宋庆龄(1893—1981年)”可知，这一“伟大事件”的发

生的时间是 1912年。根据材料“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

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可知，这一“伟大事件”是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

的建立，其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B项正确。A、C两项与辛亥革命史实不符，排除；

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失败证明了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排除 D项。

12.答案 C
命题透析 本题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解读材料信息、

调动和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历史现象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

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根据材料“民国七年”“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不知不觉，便为文中之

荒谬道理所征服”可知，作者抨击“旧文章”误人子弟、妨害青年弟子的成长。这主要

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派对旧文学的抨击，C项正确。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是

强调变法运动的重要性，排除 A项；材料中没有体现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与新三民

主义无关，排除 B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是民国后期中共对文艺工作者的要

求，排除 D项。

13.答案 A
命题透析 本题以解放战争时期海南土地改革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

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本题是组合选择题。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①琼崖党委合并屯

昌县的大同等乡镇，成立新民县，说明当时应该是 1947年之后；②琼崖党委在屯昌县

的西昌、屯城等乡镇宣传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说明当时尚未出现新民县的名称。③

新民县解放区掀起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应该出现在新民县成立后，新中国建立之前。④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追歼海南岛国民党残余守军，解放新民县全境。综上所述，按照历史

发展的顺序排序应是②①③④,A项正确。B、C、D三项排序错误，均排除。

14.答案 B3分 A 1分 D 1分 C 0分
命题透析 本题以汉代司法案例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

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本题是程度选择题。材料介绍了“甲藏匿乙”的案由及处置建议。根据当时

名儒董仲舒的断语：“《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可知，儒家知识

分子以经注律，儒家思想融入法典，B项为最佳选项。董仲舒的目的是教化民众，也丰

富了司法审判，A、D两项虽均正确，但对材料主旨阐释不完整；材料强调汉代司法对

《春秋》援引，并未涉及援引秦律，C项错误。

15.答案 D 3分 A 1分 C 1分 B 0分
命题透析 本题以晚清商埠的开辟和列强资本输出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说明历史现象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思路点拨 本题是程度选择题。根据材料“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部分)”中的地图



信息可知，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越来越多的商埠，

这便利了列强的商品输出；《马关条约》(部分)的条款规定显示清朝允许列强开商埠、经

营工商业，这体现了列强在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加剧了资本输出、参与更多的国际分工，

以攫取更多的财富，D项是最佳选项；A、C两项也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列强的经济

侵略手段，但并非是最佳选项；仅凭材料中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手段，无法得出列强

控制清朝的财政收入，排除 B项。

16.命题透析 本题以“周秦之变”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

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答案要点 (1)体现：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才能代替血缘为选官标准；国家治理中以

法治代替德治；由君主专制取代“天下共主”。(8分)
(2)意义：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使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中

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促进了民族交融；推动了封建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认同。

(6分)
17.命题透析 本题以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答案要点 (1)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区域间长途、大额贸易发展迅速；海外贸

易推动白银货币化；工商业城镇的发展；商帮的形成并发展；钱庄和资本性借贷的发展。

(8分)
(2)课题示例：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2分，围绕明清商业，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价值：两则史料均为一手史料，价值较高。(2分)史料 1对研究明代南京商业和城市发

展提供了重要参考；(2分)史料 2为研究清代广东刺绣业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提供

了典型个例。(2分)
18.命题透析 本题以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答案要点 (1)主要内容：重视立志；提倡勤奋；重视修身养德；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告

诫谨慎交友；为官廉洁勤政；为人谦虚；诚实做人；自强不息。(5分)
(2)特点：历史悠久(或孕育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具有本土性；不断发展(或具有连续性);
具有阶段性；内容广泛(或涉及面广);蕴含丰富道德伦理。(8分)
19.命题透析 本题以中国近代历史文献为背景材料，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

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同时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时

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考查。

答案要点 (1)A-⑦;C-⑥;D-①;E-②;F-④;G-⑧;H-③(3分，任答三项即可)
(2)示例 1:
选择这三组信息：A-⑦;G-⑧;C-⑥
主题：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转型(2分)
阐述：源于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新文化运动兴起。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

人之最后觉悟》强调，要巩固民主共和与拯救中国，中国人民必须摆脱封建伦理道德思

想的束缚，提高思想觉悟。这推动了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想的传播。1919
年巴黎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罗家伦《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体现了五四青年推进

中华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期盼。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转折点。在 1921年 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

党》的报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

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革命面貌因此焕然一新。(6分)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加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体现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使

中国逐渐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1分)
示例 2:选择这三组信息：F-④;H-③;E-②
主题：近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2分)
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推动一系列工人运动开展，在此期间中共逐渐认识到必

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在国

民党一大上的发言》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 1927年国民党右派破坏

合作，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于 1927年 8、9月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集中总结了井

冈山斗争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脱离了实际，

中共中央犯了“左”倾
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集中

总结了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解决了军事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问题，开始确

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民主革命。(6分)
综上所述，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推动了近代后期民主革命的不断发

展。(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