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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

历史试题

选择题部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

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古代有学者论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的政治制度，谓：“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

之显诸侯。”这反映了

A．神权与王权相结合 B．最高执政集团权力的高度集中

C．血缘关系亲疏不再作为权力分配依据 D．政治权力的分配采用分封制和宗法制

2．在中国思想文化第一个枝繁叶茂期，有思想家针对“百家异说”局面，认为人的认识应

当力避“私（偏爱）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其

观点旨在表达

A．倡导独立思考精神 B．不同学派应相互竞争

C．吸收各家思想精华 D．理论认识应格物致知

3．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右图所示人物主持的水利工程闻名于世，历苍黄风雨，

惠泽中华民族两千余载，堪称世界水利工程的典范。这一水利工程是

A．灵渠 B．都江堰

C．郑国渠 D．白渠

4．有学者认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意义不仅使中国的丝绸远销罗马为中心的地中

海世界，更大的贡献还在于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下列项中反映东西方交流的有

①中国造纸术经丝路传到欧洲 ②美洲马铃薯、玉米传到欧洲

③中国印刷术沿海上丝路传到日本 ④中国瓷器经丝路远销欧洲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5．汉武帝时期，设立中央官学，培养《五经》博士，“自此以来，公聊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

之士矣”。中央官学的建立

A．推动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 B．结束了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

C．有利于学生思想创新和个性发展 D．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6．韩愈谈到人生“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时，提到



一些文人往往通过一种书体挥洒性情，某书法大家作品被其誉为“变动犹鬼神，不可端

倪”，堪称一代法书。韩愈所赞誉的书体是

A．小篆 B．楷体 C．行书 D．草书

7．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建立后，围绕集权与分权，官僚体制不断调整和变化。下列与“分宰

相之权”相关联的是

A．汉刺史制 B．宋参知政事 C．明内阁制 D．清军机处

8．据统计，从 1895－1913年，资本在 1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矿企业全国有 549家。1894－

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15%。这一时期集中在上海的缫丝工业显著发

展。这说明

A．资本主义对华资本输出明显减少 B．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C．贸易中心开始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D．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

9．20世纪初期，某杂志刊发文章：自从严复“介绍了一册《天演论》以后，我们时常在报

章杂志上，看见一大堆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底（的）话。这个十九世纪后半叶

新起的学说……（现在）已经有了左右思想底（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

以及社会之组织……没有一种不受他（它）的影响”。这反映了

A．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B．进化论促进了民生思想的普及

C．寻求变革成为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 D．报刊舆论推动维新思想走向成熟

10．有学者谓，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

的”。“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

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后生小子，

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

反映了

A．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的中心 B．新文化运动推动科学精神的传播

C．大学成为近代报刊萌蘖的母体 D．技术进步催生文化新模式的出现

11．《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其中指出“农民

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

均地力。……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上述主

张意在

A．施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B．实现普遍平等的民权

C．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 D．立法保障工农的权利



12．右图所示为近代一则电话广告，中有“无论天气冷、热、

晴、雨，可以足不出门，立刻使你将各种事情很顺利的

办妥……装有电话的家庭，处处可以享受迅速便利舒适

的利益，而且可以节省劳力、时间、金钱”等字样。该

广告反映出

A．电话于 19世纪末传入中国

B．电话推动了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

C．电话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D．“风雨无阻”的电话是民族工业的领跑者

13．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诗人用“时间开始了”

讴歌新时代的开篇。这场革命的意义是

①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 ②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③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④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A．①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14．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新中国成立后，依据宪法规定，其它四个民族自治

区相继建立。观察右图，指出其成立的先后顺序

A．①③②④ B．②①③④ C．②④①③ D．④③②①

15．有记者报道某次会议时，写道：周恩来的演讲提出，大家应“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

难中找共同基础”。他的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化解了演讲前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

和攻击。该次会议是

A．日内瓦会议

B．万隆会议

http://www.zxls.com/


C．第一次不结盟运动会议

D．第 26届联合国大会

16．右图所示漫画，解读正确的是

A．农村改革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B．经济体制改革催生第三产业

C．改革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D．农民承包具有自发性的特点

17．1993年底，“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均已放开，原来的粮食定量配给转变为市场

供应，城市居民的粮票粮本全部取消。……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

1991年前的 50.3%上升到 93.8%，从而确立了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这

从本质上体现了

A．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稳步推进 B．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C．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D．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增加

18．1997年 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次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有

①实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③确立邓小平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

④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9．有法学家指出：“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

以法律。”罗马从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 3世纪中叶产生的法律统称为

A．习惯法 B．公民法 C．自然法 D．万民法

20．15世纪末 16世纪初的远洋航行，甩开了横亘东西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辟了欧洲与

亚洲贸易交通的新孔道，终结了欧洲与东方陆路隔绝的状态。其所产生的影响是

A．重新联结传统商路 B．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形成

C．世界市场快速形成 D．推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

21．英国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些惯例。如“国王不出席内

阁会议”，“一旦内阁受到下院的反对，首相就要辞职向议会谢罪，或解散下院提前大选”，

“内阁无需预先征得国王同意，即可召开会议”等。这反映出英国代议制的特点是

①内阁对议会负责 ②国王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③议会权力高于王权 ④国王、议会和内阁互不统属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2．爱因斯坦曾说，“不让任何人猜测这一点，牛顿的伟大成就真的会被其他的什么理论所

代替。他伟大而明晰的思想将永远作为我们整个现代概念构架的基础而保留下来”。这

句话旨在强调

A．牛顿力学被狭义相对论所取代的意义 B．牛顿力学是近代物理学最先成熟的体系

C．牛顿学说对科学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D．相对论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本框架

23．罗斯福新政期间，国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法案。下列项中，既反映美国工人运动赢

得的胜利，也是政府为缓和劳资矛盾而实施的法案是

A．《农业调整法》 B．《紧急银行法》

C．《社会保险法》 D．《公平劳动标准法》

24．《大西洋宪章》向世界表达了“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

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的决心。这反

映了

A．英美苏开始联合对德意作战 B．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C．英美对法西斯国家正式宣战 D．英美联合反对法西斯暴政

25．全球化时代对全球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下列项中不属

于全球治理的问题是

A．环境污染 B．民族文化 C．能源危机 D．粮食短缺

26．【加试题】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是晚清史研究常常涉及的话题。慈禧身边的女官曾

写下悲情故事《瀛台泣血记》，说光绪帝自戊戌政变后即被囚禁瀛台，直至去世。康有

为、梁启超则从清廷派系之争为光绪抱屈。而据官方史料，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在

御前会议同意断交、宣战，光绪帝发言激烈。预备立宪开始后，清廷档案对光绪帝政务

活动均有系统记录，军机大臣及皇帝身边人员并有日记，足证光绪帝的最后十年仍参与

处理国事。这说明

A．历史事实虽是客观的，历史的书写却需要合理的想象

B．历史虽是过去的现实，历史的信息却可以各种方式存在

C．历史学追求的是史实的纯粹与客观，而非细节的毛发毕具

D．历史研究不仅要有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还要有口述历史相佐

27．【加试题】阎毗精于建筑、雕刻，在隋“以丹青知名”，“领将作少监”。其子阎立德、阎



立本“俱传家业”。入唐，立德“为将作大匠，造翠微、玉华宫称旨（符合上意），官至

工部尚书”。至立本以将作大匠代兄为工部尚书，后任右相。结合所学判断，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A．阎氏父子技艺相传职任相袭

B．阎立本绘制反映唐蕃关系的《步辇图》

C．阎氏家族的升迁受惠于举贤存能的察举制

D．阎氏父子所擅颇类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

28．【加试题】近代文人包天笑早年曾中秀才，1905年起任上海《时报》副刊《余兴》的编

辑。《余兴》侧重消闲，内容有诗词歌曲、笔记杂录、游戏文章、诙谐小品等。当时沪

上小说盛行，《时报》设小说专栏，以语体文（通行口语）译介不少世界名著，如雨果

《悲惨世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传诵一时。影响之下，沪上各报争相设副刊。

上述材料集中表明

A．白话文运动始于 20世纪初

B．通俗性报刊广受民众欢迎

C．西方文学经典在晚清的影响迅速扩大

D．通俗读物改变传统读书人的价值取向

29．【加试题】1930年 6月 30日，法军比规定的日期提前五年从莱茵区撤出，同日，法国

外长白里安将关于建立“欧洲联邦”的“备忘录”寄往欧洲各国。“备忘录”建议在国

联内建立一个欧洲安全体系，下设“欧洲议会”“常设政治委员会”“秘书处”；提出加

强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建立“共同市场”，以促进各国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通。“备

忘录”反映了

①《洛迦诺公约》的精神 ②欧洲联合的设想由来已久

③维护《凡尔赛和约》对德原则 ④谋求法国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④ D．①③④

30．【加试题】《掷铁饼者》原先为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青铜作

品，今已不存。右图为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塑像捕捉了运

动员身体发力，准备掷出铁饼的瞬间，整体上呈现出运动

的美感。这一雕塑

①直接反映出古希腊人对宙斯的敬意

②生动体现了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精神



③折射出古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继承

④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希腊公民的素养

A．①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非选择题部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40 分）

3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0分）

材料一 在上海县城外形成了被英、法、美三国依仗强权分占的特区势力，出现了各自

为政的“租界”。……在这里，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俨然“国

中之国”。起初，由于外人来华之际，中外民情扞格，以风俗习惯等种种不同，不愿华

洋杂居。小刀会起义爆发，华人逃入租界者甚多，不久便华洋杂居。不同的风俗习惯发

生碰撞、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摘自张仲礼、熊月之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二 （租界开辟后）西洋服饰之引入，使上海自明清以来形成“服尚新奇、衣必华

鲜”的习俗得以进一步张扬。……《洋泾浜新竹枝词》写道：“康奴也学假斯文，衣履

难将贵贱分。更有异言并异眼，淡黄马褂着纷纷。”哪里还有什么不敢穿的？

——摘自张仲礼、熊月之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1）梳理材料一，概述近代初期上海“华洋杂居”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租界”

的消极影响。（4分）

（2）阅读材料二，分析“西洋服饰之引入”对上海民风嬗变的影响。综合材料一、二和

所学知识，说明 19世纪中期至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典型特征。（6分）

3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0分）

材料一 1762年，隐居在巴黎近郊的卢梭完成了他最为人知的著作——《社会契约论》，

这部著作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开头，阐发了一个理想的社会

建立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所控制的重要

观点。……卢梭还正式出版了一部关于道德问题的充满激情的感伤小说《新爱洛绮思》，

似乎欧洲的所有妇女和一半男人都为之落泪。人们常说，浪漫主义伴随着这部小说而诞

生。

——摘自[美]克里斯蒂安松《文件中的历史》等



材料二 18世纪晚期，工厂制度出现了。钟表、机器和车间的规定创造了新的劳动节

奏。产业工人一般每周工作 6天，每天工作 12至 14小时。他们还要面对时时刻刻的严

格监督，打个盹或是和同伴说句话都不行。男人、女人和孩子加紧生产，工资却很低，

没有完成定额就要受到惩罚，无论是机器还是工序都没有考虑安全因素，因此早期的工

人总是要面临发生事故致伤甚至致死的风险。19世纪 30年代，有学者一语揭破：“在

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

——据[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等整理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 17、18世纪体现人文主义发展的启蒙思想内容。（4

分）

（2）18世纪后半期至 19世纪上半叶，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出现了强烈反

差。根据材料二，概括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理想与现实”反差的主要表现。结合所学，

简述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机器轰鸣声里的抗争与思索。（5

分）

33．【加试题】学习历史，贵在知识发展。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0分）

材料一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

是全城布局重心……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

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这个格式的形成，一方面是遵循或承袭过去的一般的制度，一方面又由于所尊崇

的制度同自己的特殊条件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变化运用。”

——引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

材料二 “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新领域，北京中轴线无疑是“线

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就“中轴线”而言，有两种认识可供讨论：①“中轴线”表现了“择中”的观念，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②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颐和园的轴线分析，人们发现在

与紫禁城尺度大体相同的皇家御苑中也有类似的轴线处理。

——据唐晓峰《城市历史地理探索》等整理

（1）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一中“遵循或承袭过去的一般的制度”的含义。综合材料一、

二，以故宫为例，分析说明“中轴线”所凸显的文化价值意义。（6分）



（2）阅读材料二并联系材料一，您更侧重分析哪一种认识？侧重分析①，请结合所学对

“择中”观念下的儒家思想核心内涵予以阐释。侧重分析②，请结合所学就“皇家御苑”

颐和园的中轴线布局予以说明。（4分。只作选择不作分析说明者，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