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科答案 第 1 页 共 2 页

2015——2016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

高三年级历史科试卷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B D B A C B A B A C A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D C C D A A A C D D A D

二、非选择题

25．（25分）

（1）欧美国家普遍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取得巨大成就；1929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威胁（中共面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

和“围剿”）；（8分）

（2）措施：政府直接经营（或重点支持）工矿企业。（2分）

影响：西南地区工业发展，为抗日战争提供经济和物资保障；民族工业遭到官僚资本挤

压，陷于困境，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8分）

（3）认识：经济发展中强调政府干预；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内忧外患产物；它保证

了抗战的胜利；对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造成的伤害也是深远的；（4分）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合理运用政府干预；培育正义、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3
分，言之有理，酌情给分,满分 3分。）

26．（12分）【答案示例】

中国：

1820 年 GDP总量位居首位、1870——1913间逐渐下降。（2分）

1820年，中国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中国是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地区之一，综合国力在

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

两次工业革命后，中国逐渐失去世界领先地位，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

则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3
分）

英国：

1820 年 GDP总量落后中国、1870工业革命后领先世界。（2分）

1820年，英国在对中国贸易中处于入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GDP落后于中国。

1870年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工厂，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

与殖民地，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3分）

美国：

1820年——1870年处于落后地位， GDP迅速增长，1913年略低于英帝国。（2分）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采用最新技术和设备,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崛起，逐渐超越英

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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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1820——1970 GDP增长迅速。（2分）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普法战争德国的胜

利，为德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直接利用了新技

术、新型工业部门，使得德国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成为工业强国。（3分）

小结：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发展科

教；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分，言之成理即可。）

27．（15分）

（1）背景：三国时期屯田制破坏；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不断减少；统一完成，社会趋

于稳定。（6分，回答其中三点即可）

（2）作用：确定私有土地制度；安置流民，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杜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保护官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特权。（9分，回

答其中三点即可）

28．（15 分）

（1）研究视角：从分析君主起源入手，得出必须制约君权的结论。（3 分）

主要观点：黄宗羲认为君主最初是有公心的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产生；后世君主以天

下为私产武力夺得；要制定“天下之法”，发挥学校监督作用来制约君权。（3 分）洛克认

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要通过分权限制君主；君主只能在法律制约和人民监

督下执政。（3分）

（2）商品经济发展，市民工商阶层的兴起，理学占据统治思想地位。（3 分）英国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有议会制约王权的政治传统，资产阶级革命冲击了封建思想和制度。（3 分）

29．答案：（1）原因：美国国内孤立主义阵营发生严重分裂；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

日本决定在亚洲实行南进计划；罗斯福所做的巨大努力。（6分）

（2）状况：分为贷款和租借两种形式；在一些关键年份援助显著增加。（3分）

对华援助原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援助中国，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也有利于美国。（6分）

30．（15分）

（1）“民胞物与”的核心思想是爱人爱物。(2 分)

这种思想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虽然它本意并非提倡平等，而是维护封建

宗法制度,但其合理内涵在当今时代也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我们今天促进人与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5分）

（2）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吸收佛道思想，将儒学哲理化；强化了儒学中的道德内涵，

维护纲常伦理；对二程、朱熹构建理学体系产生重要影响。（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