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马店市 2023—2024 学年度高三年级期末统一考试

             历    史
本试卷满分 100分，考试用时 9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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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考古学者在位于今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8000 年的粟的炭化颗粒，这些颗粒的形

态特征和尺寸大小明显有别于野生的同类植物种子。这可用于说明

    A.南稻北粟生产格局的形成                   B.北方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

    C.高原牧区农牧分工的格局                   D.定居生活对种植业的意义

2.下表所示为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改革的相关举措。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

诸侯国 举措

魏国 “食有劳而禄有功”

楚国 “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秦国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韩国 “循功劳，视次第”

    A.选拔实用人才                            B.提升国家实力

    C.促进阶层流动                            D.废除贵族政治

3.根据公开的考古材料，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亦称“孔子问礼于老子”或“孔老相会”)的

数量有 30余幅。这些画像石主要出土于山东、江苏、陕西三省，其中出土于山东的大约占总数

的 8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

    A.未真正推行“罢黜百家”政策             B.社会教化广泛地借助画像石

    C.民间偶像崇拜具有地域差异                D.主流思想决定绘画创作题材

4.隋朝时期，西域高昌国(统治中心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兴办学校，教学内容“有《毛诗》《论

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唐蕃和亲后，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

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些现象的出现

    A.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政权的友好交往          B.得益于中原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C.是中原文化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回应           D.加快了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进程

                                



5.下图所示为宋代磁州窑白底黑花缠枝牡丹纹枕，枕侧有竖式“张家造”款。考古发现，“张家造”

并非出自同一个窑场，还有一部分纹饰相同，但落款为“张家枕”“张大家造”的瓷枕。由此可知，

宋代

   A.经济发展推动艺术繁荣                  B.官营作坊分布地域广泛

   C.瓷器多为世俗生活用品                  D.市民商业品牌意识较强

6.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赤道浑仪曾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进

步之一，而中国人却早已使用。”欧洲最早的赤道经纬仪是 1598 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的，而中

国“早已使用”的同类装置的出现不晚于

   A.元朝                                   B.隋朝

   C.东汉                                  D.战国

7.明代中后期，南方戏曲蓬勃发展，戏曲表演遍及城乡，还出现了以徽商世家出身的潘之恒等为代表

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这主要得益于明代中后期

   A.戏曲艺术家的专职化                    B.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C.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                    D.文化重心的加速南移

8.下表为 19世纪上半叶山西高平县正堂禁桑羊碑情况表(部分)。该表信息折射出当时该地

碑刻名称 刊立时间 禁示内容 处理办法

永禁事碑 嘉庆九年(1804) 永停桑羊 乡保地甲，指名密禀，以凭严拿，按

律究治

禁事碑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潜入禁场，砍伐桑株，以及牧

羊

纵放，咬食桑枝，给示严禁

乡地指名禀案，以凭重究

永禁事碑 道光六年(1826)
纵其牛羊，朝夕迭至，大小树

茂者复枯，后者难继，合行严

禁

许尔立即拿获送案，定行重究，决不

宽贷

   A.重农政策的废弛                        B.乡村自治的发展

   C.基层吏治的败坏                        D.人地矛盾的加剧

9.19 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沙俄趁乱窃据伊犁的情况，有大臣表示，与其争论应加强“塞防”还是

“海防”，不如派大臣“体察各城情形”，再判断伊犁应该是“宜急收复”还是“宜明画疆界与俄人

定约”。这一主张

   A.代表了“海防派”的要求               B.蕴含一定近代外交思维

   C.将新疆的主权弃之不顾                  D.折射出晚清财政的困窘

10.19世纪 90年代中叶，一本“畅销书市”的著作大力鼓吹“商战”，该著作表示，健康的工业、商业

无法由政府包办，商战是资本、商业的较量，政府可以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给予保护、支持，但绝

对不可以取而代之。这一“商战”理念

   A.批评了洋务新政的反动本质              B.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

   C. 助推了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             D.激发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                      

   



11.1904 年 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光复会的政治纲领为“光复汉族，还我山

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除文字宣传外，该组织成立之初颇为重视对清朝重臣的暗杀行动，

鉴湖女侠秋瑾就是光复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由此可知，光复会

   A.属于全国性政党                        B.革命纲领较完善

   C.助推了革命浪潮                        D.具有反帝的倾向

12.下图是 1921——1930 年我国各主要城市工会历年成立数量统计图(部分)。对图中信息解读最

准确的是

A.1926—1927年，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相互促进

B.1921—1924年，工会与中共支部建设同步发展

C.1926—1928年，国民党夺取了工人运动领导权

D.1928——1930年，经济危机外溢加剧工人的贫困

13.下图所示为 1943 年美术家古元在陕北创作的木刻画《部队秋收》。画面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最能

体现当时

   A.土地所有制发生根本变革                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C.党和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D.热爱劳动、从军光荣的风气

14.1949 年 1 月，刘少奇指示：“不要提出或者暗示分配房屋或降低房租的口号，相反，应表示房

客应该照旧缴纳房租。”同年 4 月，刘少奇在北平市委再次重申，“除(属于)官僚(资本)的房产

外……私人房权政府(要)保障”。这些指示

   A.意在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B.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C.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践行              D.有利于解放军顺利接管城市

15.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 6个防疫大队；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

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

病管理办法》，规定了对 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这说明此时的中国

   A.群众的预期寿命迅速提升                B.疾病预防取得显著成效

   C.卫生事业开始同国际接轨                D.重视构建国家防疫屏障

                                    



16.2023 年 3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增加了“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定。这一规定

    A.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B.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强调了法治的根本目的                 D.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利

17.雅利安人的习惯法本有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但成书于公元前 6 世纪一前 4 世纪的《鲍达耶那法经》宣

称，一个男人只能娶 1位同种姓女子，但可从每个低种姓中各娶 1 名女子为妻，这意味着婆罗门男子

最多可以娶四妻。这一变化反映出古代印度

    A.种姓职业不再世袭                      B.社会等级分化加剧

    C.法律强化王室特权                      D.女性地位不断下降

18.据统计，到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284—305 年)，罗马正规的道路总数达 372 条，全长 8.5 万公里。

除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诸国外，人们已在 34 个欧洲国家发现了罗马人建造的道路遗迹。

材料可印证，罗马帝国

    A.各地经济联系较强                      B.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C.疆域囊括整个西欧                      D.对外扩张愈发频繁

19.1224 年，那不勒斯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与德意志君主合作建立一个以学生社团自修为主的学习型学

院，这是欧洲最早的由国家元首建立的大学之一。但建校之初，学校吸引到的优秀学生很少，甚至在

弗雷德里克二世去世后一度关闭。这所大学早期发展艰难主要缘于

    A.王权专制不得人心                      B.国际合作成本过高

    C.教会掌握文化霸权                      D.市民阶层轻视教育

20.14 世纪后期，英国一本广泛流传的故事集里讲道：一位僧侣担任主教后，在卧室里挖洞藏了一大袋

钱；但两只寒鸦想在洞里筑巢，于是把金币全部衔了出来，撒在树上和院子里，很多老百姓因此得了

意外之财。这则故事

    A.蕴含了理性精神                        B.助力了宗教改革

    C.迎合了拜金思潮                        D.揭露了教会腐朽

21.1900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口超过 1 万的城市不到 50 个，平均每个州不足 1

个，非城镇人口总量仍比城镇人口数量多出 40%有余。对引起这一情况的主要因素解读合理的是，美

国

    A.向西部扩张领土                       B.黑人奴隶的解放

    C.外来移民的涌入                       D.农业利润的丰厚

22.从欧洲传入被压迫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文化认同和发展为核心的，这使得被压迫民族发

动起义时，既注重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注重吸收西方的先进事物，从而阻碍了西方现代化模

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征服。由此可知，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

    A.维护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B.铲除了落后地区的封建势力

    C.阻碍了新兴国家的近代化               D.塑造了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23.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西班牙共和国被德、意两国所支持的军事独裁者覆灭。1947 年签署的《国家

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宣布西班牙为立宪王国。1967 年，西班牙的部分议

                             



员实现了普选。材料反映出西班牙

   A.政治民主化曲折发展                         B.发展道路追随英国

   C.法西斯统治根基深厚                         D.法律成为专制工具

24.下图反映了 1980—2015 年美、日、法、中、英五国 GDP增长的情况。 其中乙曲线代表的是

   A.美国                B.中国                 C. 日本               D.英国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52分。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5 分)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 以大木杠搅炉，铁水

注倾，复成一版。 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 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钧)，则炉太旺，

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

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 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  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

则缩”。

有学者估算，20 版铁，每版 300 斤，共 6000 斤，按万历年间北京官价约合 96 两(白银)，如果

每年生产 6个月，收入可达 17 280 两，考虑到“万金”的成本，每年资本周转不到 2次。

——摘编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等

材料二

在 18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新式纺纱机发明之后，手织机再也应付不了工作了。 由于煤的使用，

虽然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但棒状铁(一种由生铁精炼而成的韧性铁)的生产却受到限制。英国不得

不从瑞典和俄罗斯输入棒状铁，其价格之高成为各地工匠加速推进冶炼技术研究的原因之一。不久，

纯粹从经验中衍生的搅拌炼铁法的发明大大减少了用锤锻打的辛苦工作，并能迅速且大量地生产棒

状铁。18 世纪 80 年代，这一发明获得瓦特的赞许，许多厂商主动前来与发明家磋商其专利证的使用

权问题。如理查德·克劳肖凭借此专利所开的工厂里，棒状铁的产量从每星期 10吨提高到 200 吨。

 根据推算，1786 年至 1789 年发明家所订的专利授权合同如果得到诚实的执行，那么他在专利权的

法定保护期内，能获得高达 25万英镑的使用费。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之际中国广东“铁场”生产经营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类

“铁场”兴起的积极影响。 (10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之际中国广东冶铁业和 18 世纪英国冶铁业发

展条件的异同。 (10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 17—18 世纪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5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分)

材料

下表所示为某学者在论述“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历史过程时，所拟定的子目标题。

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动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终结

两极格局的形成

两极格局孕育的多极化趋势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

——据徐蓝《20 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意选取一个角度，对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格局演变进行分期，

并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知识进行阐述。 (要求：写出选取的角度，分期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

据，逻辑清晰。)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分)

材料

1902—1905 年，陈独秀相继创办青年励志学社，秘密传播革命读物；组织发起安徽爱国

会，揭露沙俄侵略企图；创办《安徽俗话报》，并利用学堂教师身份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

并任总会长。1913 年，他参加了二次革命。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

名为《新青年》)，宣扬“科学”与“民主”。 受其影响，恽代英在武汉成立互助社，毛泽东、

蔡和森等在湖南创办新民学会，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国民社，傅斯年等发起新潮社。俄国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继李大钊之后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0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

增加“劳动节纪念号”，刊登激发劳动群众革命意识觉醒的文章，还亲自到工厂发表演说，

《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著名演讲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

主义。 他还成立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分批派送学员到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学员中包含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摘编自纪亚光、蔡明菲《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缔造者——陈独秀》

(1)根据材料，指出陈独秀创建组织和创办刊物倾向的变化，并说明陈独秀这些做法背后的共

同追求。 (7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陈独秀创建组织和创办刊物倾向变化的因素。(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