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联合诊断检测（历史）第 5 页 共 7 页

2024 年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高三第一次联合诊断检测 历史参考答案

1～5 DCBCC 6～10 DADDC 11～15 BABBC

解析：

1． D。“中”的观念在氏族时代即已产生，既是方位称谓更有中心、中央之意。这一观念在商周及之后的政治社

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择中建都、择中立宫、南北中轴线的城市布局等。故 D 项正确。A、C 项不

符合史实，B项对材料解读错误。

2. C。题干叙述了“因徇私被告发－县守丞审判－监御史质疑判决－郡廷复审改判”，这一过程清晰地反映了秦

国地方郡县行政（司法）的运转机制。故 C 项正确。A、B 项对材料解读错误；郡县行政不属于社会基层

治理，D项错误。

3. B。人口的变动受到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从魏晋到隋初人口总量的回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口迁徙

从全局来看不是增长的决定因素，隋朝统一的重大影响也只是该时期最后一个节点。故 A、C 项错误，D

项不符合史实。

4. C。A 项不是主要目的，B、D项解读错误。唐朝前期，传统门阀士族依然具有较大势力。为加强君主权力和

巩固统治，唐太宗“只取今日官品”、授予开国功臣高级散品，武则天大幅提高科举入仕者的地位（散官

品阶），以牵制和打压门阀势力。

5. C。该文物应是宋蒙（元）战争的遗物，A 项错误；火药在唐朝末年开始应用于军事，B 项错误；“铁火砲”

并非管型类火器，而是以抛掷方式发出，D 项错误。宋元时期，火药武器得到广泛运用，但并未取代传

统刀枪弓箭，故 C项正确。

6. D。题干信息表明，元文宗命人参照唐宋典章制度史籍《会要》编修元朝典章制度史。这体现了元朝统治者

对中原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故 D 项正确。A、B、C 项不能据材料准确得出。

7. A。官利是一种固定的股息，并不属于企业的利润分配，B 项错误；C、D 项对材料理解错误。题干信息表明，

官利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民国时代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官利制的长期

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近代民族工业资金的不足。

8. D。A、C 项不符合史实，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提出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斗争方针。B项对材料解读

错误，当时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政策重心尚未全面转向抗日民族斗争。材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

团结民主人士提出发动群众抗战、争取民主权利的主张。故 D 项正确。

9. D。从随军干部队伍的名称看，应是平津战役结束后和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故 D 项正确。这些干部队伍的

组建，主要是为了解决新解放区干部不足以及建设新解放区的问题。

10．C。A、D 项不能由材料得出。B 项对材料解读错误，工业增长速度不能有效得出工业水平，实际上上海在六

七十年代依然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1969－1973 年间，上海和全国工业增速差异主要是由于国家大

力发展三线建设，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故 C 项正确。

11．B。题干表明，中国桑蚕丝织技术传入波斯以前，波斯的毛纺织技术发达；萨珊波斯在原有毛纺织技术基础

上，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丝织品“波斯锦”；这一技术后来传入中国。A 项不符合史实， C 项对材料理

解错误，D 项不能据材料准确得出。

{#{QQABLYQEoggoABIAARhCUQX4CEOQkACCCIoOhEAAoAAAQBN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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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中世纪欧洲处于只有“领地”没有“国家”的松散状态，所谓“君主不分国界,臣民也无论民族”。“文艺

复兴式的国家”与这一状况明显不同的是，中央集权即君主统治权力加强，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B

项不符合史实，C项没有揭示变化的实质特征，D 项与材料无关。

13．B。题干所言，主要是指该时期英国市场上棉花、黄麻价格下降。A、C 项对材料理解错误，D项与史实不符

且不能据材料得出。对这一变化合理的解释之一是，19 世纪后期蒸汽轮船的大量使用、苏伊士运河的通

航等推动了远洋运输的大发展，国际运输成本下降。

14．B。一战期间及战后，英法殖民者对阿拉伯地区的占领及瓜分，激起了阿拉伯民族对“十字军”侵略的苦难

记忆。这反映了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A、C、D项理解错误，也不符合史实。

15．C。美国提出的石油供应体系由美国所主导，美国要求西欧国家使用美国的贷款购买其中东石油公司生产的

石油，由此排挤英法在中东的传统势力，夺取中东石油资源，建立世界石油霸权。故 C项正确。A、B、D

项不能据材料准确。按照美国这一计划，对西半球石油储备实施保护，同时扩大并控制东半球、尤其是

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

16．（19 分）

（1）原因：工商业的繁荣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对古希腊文化典籍的需要；活

字印刷技术的传入；出版商不断改进出版工艺，适应市场需求；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消费需求扩大。

（每点 2分，任答 4 点得 8分）

（2）特色：图文并茂，新闻时事与美术结合；通俗有趣，以普通市民为发行对象；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生活各方面。（每点 2 分，共 6 分）

史料价值：《点石斋画报》是研究晚清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 分）画报可用于研究晚

清时期新闻报刊发展、西学东渐历程、近代社会生活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等；（2 分，言

之成理即可得分）但需要注意画报并非完全真实的新闻报道，出于迎合读者心理考虑，有美化或

者歪曲事件之处，使用时需要仔细辨别。（2 分）

17．（12 分）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发现问题、进行历史阐释并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

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

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个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历史，也

不是习惯上常说的那种“断代史”，而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一个整体时代的历史。

基于此考虑，明清时期历史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入手。

一、把明清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历史发展演变的共同特征；

二、把明清视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没落，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期；

三、将明清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对比进行研究。

{#{QQABLYQEoggoABIAARhCUQX4CEOQkACCCIoOhEAAoAAAQBN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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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试题评分标准：（12 分）

分值

评分要素

层次一

9-12 分

层次二

5-8 分

层次三

0-4 分

（1）

论题

对材料观点有准确提

取，能进行合理评价且

明确表达，符合正确的

历史态度和价值观

对材料观点提取，能进行

合理评价，基本符合正确

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

对材料观点提取不够明确，能

够进行评价

（2）

阐释

对材料观点的评价分析

合理准确，所列举的史

实与观点分析评价结合

紧密、合理

对材料观点的评价分析基

本合理，所列举的史实与

观点分析评价结合较为紧

密、合理

对材料的理解不够合理准确，

所列举的史实与观点分析评

价结合不够紧密、合理

（3）

表述

能表述成文，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

能表述成文，思路较清晰，

逻辑较严密
思路不够清晰，逻辑不够严密

参考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新旧交替的时代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内阁与军机处的建立使皇权强化。统治者大兴文字狱，

实现八股取士，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程朱理学被奉为实施统治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三纲五常束缚人们的

思想行为。农耕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

政策，制约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旧的传统封建专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兴盛，长期居于出超地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白

银货币化趋势强劲。私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全国性的贸易网络与专业化的区域生产密切配合，刺激新的

经济因素成长，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明清时期出现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工商皆

本，追求财富和个性自由的进步新思想，明确表达了希望社会进行改革的见解。

综上，明清中国社会发展并非完全停滞不前，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不能忽视明清中国蕴含的内

在活力，需要以辩证的思维研究看待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

18．（24 分）

（1）特点：以地域为基础编制户籍；户籍人口的身份平等；以户为单位，户主权力大。

（1 点 2 分，答 3 点得 5分）

评价：建立了近代户籍制度，破除了传统的封建等级；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强对人口的

控制管理；户籍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家长制色彩。（1 点 2 分，答 3 点得 5分）

（2）趋势：国家放松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缩小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差异。（每点 2 分，共 4 分）

意义：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发展（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每点 2 分，共 6 分）

（3）认识：户籍制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户籍制度要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调整。（每点 2 分，共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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