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学年-2017 学年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

历史 试 题

第Ⅰ卷

本卷共 25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据《宋史·地理志》记载统计的宋代各地贡绢州数量列表如下，这一现象说明

分布地区 贡绢州数 该地区州数 贡绢州占该地区

州数比例

贡绢州占全国贡

绢州数比例

华北地区 49 68 72．1% 21%

四川地区 21 62 33．9% 9%

江南地区 24 93 15．8% 10%

A．政府征收赋税以丝织品为主 B．华北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

C．我国经济重心尚未完成南移 D．华北地区丝织业分布较普遍

2．《松江府志》（松江府，今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记载明人诗云：“平川多种木棉花，

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课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材料能够反映的信息是明朝

A．白银开始成为流通货币 B．棉纺织业纺和织出现分离

C．江南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D．黄道婆推广了棉纺织技术

3．元至正年间执掌国子学的吴师道，在《国学策问》中说：“近世朱子《家礼》，号为适

古今之宜，好礼之家或所遵用，然不免讪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习之，殆于不可然。”

材料说明元朝

A．官方拒绝采用朱熹定制的民间礼仪 B．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受到冲击

C．统治者感受到汉文化威胁其统治 D．礼制与朱熹的《家礼》互相冲突

4．武则天是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热议的历史人物，墓前的无字碑引得千年评说。唐人史

著对其事迹记载比较客观，宋明以来，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史家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下列

说法中最为合理的是

A．史家主观认识影响史事客观评价 B．历史人物评价永远难有定论

C．多数人的意见更能反映历史真相 D．时代愈近历史的评价愈客观

5．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记载：“战国亩产量 79．41 斤，西汉初年 93．68 斤，汉武帝

时期 117．11 斤，1938 年 115 斤，1949 年 130 斤。”材料实质上反映了



A．传统农业的再生产形式有落后性 B．我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C．我国重视农业的政策具有持续性 D．传统的科学技术不能提高生产率

6．宗法制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下列选项与宗

法制无关的是

A．“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B．“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C．“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 D．“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7．汉光武帝设尚书六人。尚书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同时设中常侍等宦

官多人，掌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光武帝此举的主要意图是

A．进一步提高皇帝决策的权威性 B．降低宰相在中央机构中的地位

C．确保皇帝诏令按照程序来实施 D．完善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官制

8．历史学家吴晗在其著作中对唐代门下省官员的功能解释为：“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而

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其有不便者，涂篡而奏还，谓之涂归。”材料主要体现了唐

代门下省

A．是皇权不断加强的表现 B．体现了互相制衡的原则

C．分散了皇帝的决策权 D．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

9．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一·黄金》中记载：“洪武八年，金一两当银四两；幼时见万

历中赤金止七八抉，崇祯(1628-1644)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是

A．明朝政治腐败，官员行贿受贿 B．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

C．“海禁”造成对外贸易大幅萎缩 D．佛事兴盛，导致金价上涨

10．罗马法将所有权的各种权能均作了透彻规定，唯独没有提出所有权的定义。有些法学家

甚至认为“一切定义，在法学上都是危险的”。材料说明罗马法

A．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B．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C．更加注重实际而不专尚理论 D．忽略了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

11．2016 年 11 月 3 日，英国高等法院裁定，首相特雷莎·梅无权动用行政权来启动《里斯

本条约》第 50 条，政府必须获得议会授权才可以启动脱欧程序。2017 年 3 月 16 日，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材料

主要体现英国

A．国王依然掌握部分行政权 B．首相实际上是对国王负责



C．政治蕴含分权制衡的理念 D．尚未实现真正的三权分立

12．托克维尔指出：“假如美国总统犯了叛国大罪。这时，先由众议院弹劾总统，接着由参

议院宣布罢免他的职务。然后他才到陪审团出庭受审，只有陪审团可以剥夺他的自由或

生命。”据此，托克维尔强调美国

A．总统受到国会和法院制约 B．三权分立体制已发展完善

C．政治审判的程序较为严格 D．最高司法权集中于陪审团

13．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了皇帝与首相的权限，皇帝的所有命令，无论口头还是

书面，均应由首相副署，若皇帝与首相意见相左，首相意见更具决定性。材料说明德国

A．建立了分权制衡的共和政体 B．首相拥有国家最高行政权力

C．皇帝与首相间权力争夺激烈 D．政体体现了一定的民主特点

14．下图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人和汉人出任巡抚的比例。该图实质上反映了

A．满族贵族的特权削弱 B．清政府中央集权削弱

C．科举制功能进一步加强 D．清朝专制统治陷于孤立

15．1875 年 3 月，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时提到，马嘉理未经中国地方官同意，擅自带领

武装探路队深入中国内地，“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中国自主之国，岂容

他国无故调兵入境？”材料主要说明

A．中国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B．李鸿章否认领事裁判权

C．清政府开启外交近代化进程 D．李鸿章意识到国家主权问题

16．1911 年 11 月 20 日，天津《大公报》进行了一次征文评比，主题是“君主民主立宪问

题之解决”，获奖结果统计如下：

类别 主张君主立宪 主张民主立宪 主张调和者



篇数 10 2 4

对此解读正确的是

A．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B．君主立宪成为主流选择

C．评比结果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性 D．《大公报》实质上是政府的喉舌

17．1927 年 8 月，毛泽东指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

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该思想

A．否定了八七会议上作出的决定 B．改变了中共对革命道路的认识

C．应是国共对峙局面形成的结果 D．利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

18．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其后党中央所在地几经变迁，大致路线图是上海→武

汉→上海→①→陕北地区→②→北平。其中①、②两处变迁的地点及迁移至此的原因匹

配正确的是

A．①瑞金，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受阻

B．①西柏坡，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C．②瑞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D．②西柏坡，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

19．法国某思想家曾提出：“讨论、证明、说服，是工业者所用的唯一方法，他们应该用这

种方法去取消贵族、军人、法官、富人等对于社会产业的管理。”该观点

A．没有选择正确的斗争对象 B．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式

C．成为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 D．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已诞生

20．2014 年 12 月 25 日，台湾“国防部”公布了以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为主题的 2015 年

“勇士国魂”月历。有别以往，这份月历将八路军左权列入“国军”抗战牺牲将领名单

内（见右图）。据此说明



A．民族危难关头国共两党团结御侮 B．海峡两岸对抗日战争形成了共识

C．台湾刻意抹煞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D．台湾与大陆争夺抗战历史的诠释

权

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的 5年中．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近 50

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全国法院行政案件受案数从 1992

年的 27 125 件，增加到 2001 年的 100 921 件，原告的败诉率从 35．93%下降到 28．61%。

材料主要说明我国

A．民主法制建设日趋完备 B．政治腐败案件不断增加

C．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D．民主法制建设亟待完善

22．1949 年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法，规定出入境的船只、车辆、航空机及其他

通信交通工具必须检查，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以此限制人民的行动自由。这种局面被

打破始于

A．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停止炮击金门 B．海协会、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

C．允许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D．两岸实现直接双向“大三通”

23．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京，开始了他的破冰探险之旅。同日，《参考消

息》头版刊登了一段活学活用的列宁语录：“同强盗握手，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强盗！”

对材料理解最正确的是

A．中国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

B．中国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目标

C．中国依然深受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影响

D．第一个“强盗”特指尼克松，第二个“强盗”特指美国



24．《冷战史：1945～1991》中指出：“苏联的崩溃是‘冷战’结束的直接原因。”据此推

断，下列说法成立的是

A．“冷战”断送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B．苏联的演变决定了“冷战”的产生与结束

C．“冷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D．分析“冷战”的结束应考察戈尔巴乔夫改革

25．关于多极化未来有哪些极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三极论”（美国、欧洲、东亚）、“五

极论”（美、日、欧、俄、中）和“六极论”（前五极加印度）等争议，这在本质上反

映了

A．一超多强局面基本瓦解 B．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

C．美国综合实力的衰弱 D．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第 II 卷
本卷包括 26、27、28 三个大题，共计 50 分，考生根据每个题目的要求在答题

纸上做答。

26．（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清帝逊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

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

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

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

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

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

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

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

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

岂不懿欤！钦此。”

材料二“关于民元孙中山让位的历史问题，以往学界大都认为这是孙中山不能坚持斗争，

屈服于袁世凯的表现，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标志；或把袁世凯看作一个玩弄权术，坐享其



成者，轻易就将革命党人的政权骗到手，是个十足的大赢家；帝国主义、立宪派就只有破坏

革命，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帮其夺权。而事实上，民元孙中山让位是一个共赢的结果。”

——改编自丁健《民元孙中山让位的共赢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帝逊位诏书》出台的原因并作简要评价。（8 分）

(2)如何理解材料二中“民元孙中山让位是一个共赢的结果”？（6分）

(3)民国初年的两次逊位反映了辛亥革命有何显著特点？（2 分）

27．（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湖南历史事件简表

时间 湖南

1840年以前 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

范”。

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

楚国。

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为长沙王太

傅贾谊的府邸。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岳麓

书院。

元朝设湖广行省，管理湖南大部分地区。

清《醴陵县志》记载，“南京等地所产的绸

缎‘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

及耳”’。

1840年～1949年 1842年，魏源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

1852年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部进攻长沙，被

击毙于天心阁下。

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

山遗书》，为金陵刻本。

1897年，谭嗣同编写成《仁学》。



1 905年，禹之谟创办惟一学堂。

1912年，吴作霖经都督谭延闿批准，在长沙

河西银盆岭创建经华纱厂。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

1926年，湖南 37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

人数约有 150万。

1939年 9月 1944年 8月，四次“长沙大会

战”。

1 949年 8月 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

沙起义，湖南长沙和平解放。

1949年至今 1957年 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58年 8月，湖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长

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

1 968年，文艺活动家田汉在文化大革命中不

幸被迫害死于狱中。

1973年，袁隆平选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

南优 2号。

1996年 11月，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湖南省村民委员

会选举办法》。

2008年，花鼓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015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湖南湘江

新区，成为中国第 12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

区。

——据李亚凡编《世界历史年表》等

上表为湖南历史事件简表。从表中提取至少两条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

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28．（2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 20世纪中，191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两个欧洲以外的大国——苏俄

和美国——踏进历史的主流，宣告两个对立世界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意识形态而言，严格意

义上的“冷战”从 1917年就已经开始。然而，只是在 1945年以后，人们才感觉到这两个事

件的全部影响。

——摘编自[英]约翰．W．梅森《冷战》

材料二

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上，苏联缺乏安全感，相反，美国很有安全感。1945年后，无论是

苏联还是美国都需要安全保障，但是，他们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1945年后，苏联仍是一

个地区性强国，“安全”对其而言意味着它的边界上都是一些“友好的”邻国。而美国是一

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安全”对其而言则意味着一个金钱、货物和人才都能自由交换的开

放的世界。

——摘编自[英]约翰·W·梅森《冷战》

材料三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明确指出：冷战结束后，主导人类引发冲突的根源不

再是政治因素或经济因素，而将是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文明与文化的差

异必然导致分裂和冲突。

“西方文化”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政治轴心”。不过，现实地

缘政治表明：文明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单位，国家仍然是划分世界的基本尺度。正像“冷战”

时期的世界并未以意识形态的阵营为基本政治单位那样。

——摘编自方永刚、唐复全《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

(1)运用所学知识，论述材料一划线观点。（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美两国具有不同安全感的原因，并举例说明苏美两

国是如何维护其自身“安全”的。（10 分）

(3)分析材料三中亨廷顿观点的实质。举例说明“冷战时期的世界并未以意识形态的阵营为

基本政治单位”。（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