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安徽县中联盟高三 12 月联考

历史试题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75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直径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3.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

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

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

无效。

4.本卷命题范围：《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一至七单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4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国语·齐语》载：“工之子恒为工”;《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

工”;《荀子·儒效》载：“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唐六典》载：“工商皆为家传其业以求

利。”上述记载表明

A.政府垄断了手工业的生产 B.工匠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加强

C.民营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 D.生产技术传承注重世代相袭

2.下表是秦朝实行的两种土地制度的概况。这两种土地制度的推行

A.有利于推动封建经济的发展 B.促使国家统一的实现

C.打击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势力 D.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

3.东晋王谧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到南北

朝时期，西域僧人通过与帝王、士大夫、文人、平民的交往等社会活动宣扬佛学，并受

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僧人也开始参与清谈，佛学在核心理论上与玄学趋于一致。这一

变化反映了

A.儒佛思想在当时争斗激烈 B.统治者的好恶决定了宗教存续

C 佛教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 D.佛学迎合了中国政治统治需要

4.宋代科举考试不仅有进士科，还有制举、词科和武举考试。制举旨在选拔贤良方正能

直言极谏者，且有治国安邦之策论的人才；词科则是为国家预储写作应用文书的代言之

士；武举主要考察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欲选拔才兼文武之儒将。据此可知，宋代

A.科举录取人数大幅增加 B.注重选拔实用性人才

C.科举考试程序日益完善 D.选官途径呈现多样化

5.史载.明朝嘉靖初年，南京普通民众“犹循礼法”“凡百用度取给而止，奢侈其少“民皆畏

法而从正统至正德年间，“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于是出现“浑厚之风亦少衰矣”。
这一化的出现

A.表明主流价值观发生变迁 B.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C.体现出君主专制日渐衰落 D.说明等级界限的消失



6.魏源曾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

器局，贝止需立于粤东”。并建议规定官员“不许承办船厂”,放手任民间经济自行发展的

方针。据此可知，魏源的主张

A.开启了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大门 B.旨在顺应发展资本主义潮流

C.具有民本主义和经世致用的理念 D.揭示了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

7.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吴汝纶在《深州风土记》中谈到，“光绪十年后，花生之利始

兴，外国购之，用机器榨油，转售中国取利。以此种者沾其赢余，相习益多。”这反映

了当时的中国

A.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B.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C.百姓生活日益富足 D.对外贸易处于逆差的地位

8.下面是安徽省博物院的展厅里陈列的三封红色家书的部分内容。这些家书

信件 内容节选

第一封 父母方面，以为(我)病逝可矣，不必感伤…廿五年来，于社会无微功，然亦无

愧!民国十七年九月书于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中

第二封 使汝含悲退去，将来出笼至蜀工作，定有可望。如未遂志，为党光荣，何足

叹惜!民国二十年安庆书

第三封 儿来信无别，问候大人、家庭……今有敌人消灭以后，我六安赤区很受欢迎……
我在红四军……当战士。书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六安

A.体现出革命烈士深厚的家国情怀 B.充分宣扬了抗日反蒋的斗争精神

C.坚定了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信念 D.折射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性

9.下图为我国 1949 年、1952 年和 1957 年的钢产量，以及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确定钠当年钢产量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了

A.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 B.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突出

C.经济建设出现了“右”倾错误 D.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完成

10.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外交事务上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国家利益，外交布局也不断调整；到 21 世纪初

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

中国外交的调整

A.推动了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B.意味着西方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下降

C,折射出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D.旨在打破美国超级大国霸权的局面

11.有学者在评价雅典民主制度时说，古典民主仅把“自由”定义为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自

由，似乎人只应为公共政治而生活；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了一个公民之所以被称之为公民

的必备条件，个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据此可知，古代雅典民

主制度

A.强化了公民的身份认同 B.蕴含人本主义理念



C.阻碍了精神文化的发展 D.强调城邦利益至上

12.阿拉伯帝国时期，各城市的官僚贵族、僧侣贵族既是封建大地主，又是大商人，他们

有的投资于大商队，有的利用官位从事商品贸易、金银兑换和商业投机。这一现象

A.巩固了帝国的封建统治 B.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C.加快了经济近代化步伐 D.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13.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洛克(1632～1704 年)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人类的“权力”是天生的，

而且政府建立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契约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它的权力的边界就是人

们的授权范围。据此可知，洛克的命题

A.违背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B.呈现典型的反传统特色

C.意在教化大众实现民智启迪 D.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14.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美国人对政策制定

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这反映了美国

A.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B.广大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

C.垄断资本操控政治 D.民主政治具有一定阶级性

15.1896 年 2 月，双方都把主力部队调到北部重镇阿杜瓦地区，进行决战。结果，“欧洲

文明国家”放弃已侵占的领土，并赔款 1000 万里拉。西方舆论对此发出惊呼：“不敢想

象，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的士兵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

难。”这一战争

A.揭开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序幕 B.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C.维护了国家主权并实现民主政治 D.结束了非洲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16.下表是 1926 年与 1939 年苏联人口变化情况(单位：百万人)。这一变化的产生主要是

由于

A.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蓬勃开展 B.工业革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C.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 D.新经济政策的成效日渐凸显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3 小题，第 17 题 16 分，第 18 题 18 分，第 19 题 18 分，共

52 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 分)
材料

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只是王朝的历史，更不应该只是中原王朝或汉族王朝的历史。我

们应该站在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上的一切政权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不能认为某一皇帝登位建元，统一就已经实现，也不能将某一朝代的残余势力存在

的时间当作统一的延续，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

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8 分)
材料一



在 1560 年左右，一艘西班牙货船将美洲的马铃薯运回国。而马铃薯在西班牙多数

时候是由于品相难看被人当成是“球菌”,除了将马铃薯提供给远航少食的水手和作为牲畜

的饲料外，人们拒绝食用马铃薯。在当时的欧洲文化体系中，土豆属于茄属植物一类，

会导致麻风病，因此高傲的欧洲人拒绝食用这种属于未开化、被征服种族的食物。而在

英国，由于女王的厨师不幸误将马铃薯的块茎扔掉而烹饪了含有毒素的叶子，导致宴会

人员身体不适，女王下令禁止食用马铃薯。马铃薯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普及很大程度上要

感谢德国人，因为 18 世纪中叶德国发生瘟疫，马铪薯价值凸显。自此，马铃薯在接下

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传播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英国，成为欧洲国

家全体民众的主食。它改善了整个欧洲国民的身体素质，使他们在 180 年间，人口增加

了 17 倍之多，但单一的马铪薯种植也为后来 1845～1848 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埋下隐患。

——摘编自孙可歆《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历史社会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环境适应力强的美洲高产作物被引进中国，

使过去那些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和高岗山坡成为宜农土地。同一时期受到

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国家政策也开始鼓励人们尽力垦殖，在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失

去土地的农民，即“棚民”的活动范围及强度迅速扩展，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高阜处所，

种植茶树、山薯、杂粮等物。或傍崖为屋，或砌石成蹊，谷口崖腰，人烟相接。”一遇

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的景象。

——摘编自魏梦菊《明清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16～17 世纪美洲作物外传的原因及在欧洲传播受

阻的原因。(10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 16～17 世纪美洲作物传入对明清社会的影响。(8
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8 分)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

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

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 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 年张勋拥溥仪复

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 1922 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

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
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

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 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

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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