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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三年级历史科试卷

第Ⅰ卷（选择题 共 48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

1．远古姓与氏不同，姓从原始村落或部族名称而来，氏是同姓氏族散居产生的符号。氏

以别贵贱，姓以别婚姻。春秋至秦朝，氏与姓已难分辨。造成姓氏不分的主要因素是

A．贵族政治的逐渐没落

B．长期战乱打破民族地域界限

C．社会平等意识的形成

D．宗法观念随社会变迁而消亡

2．有学者认为，自秦以来，虽然专制，“然而两汉之外戚，六朝之世家，唐代之藩镇，

其权尚足与君勒，及宋而外戚、世家、落镇无存矣……”。这位学者的观点主要表明了

A.与后世王朝相比秦朝专制的程度较弱

B.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C.外戚、世家和藩镇势力威胁中央集权

D.自秦至唐代并未实现真正的君主专制

3．《汉书·夏侯胜传》：“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害怕)不明经术(儒家经典)，

经术苟明，其取青紫(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儒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

B．儒学在政治上确立统治地位

C．儒家思想吸收各派学说形成新体系

D．儒家经典成为朝廷选官的考查标准

4．研究者指出，科举制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它所促成的“上升”型流动，也在于其“下

降”型流动。对科举制“上升”和“下降”理解最准确的是

A．中央加强了对选官的控制

B．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C．提高官员群体的文化素质

D．平衡官员来源的地域分布

5．“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

匪自外得也。”这一观点提出的背景是

A．明朝道德沦丧，统治危机加深

B．王阳明的心学成为显学

C．李贽挑战儒家价值标准和权威地位

D．“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

6．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植棉、纺纱、织布或栽桑、养蚕、缫丝这

些原先的农家副业，逐渐取代种植粮食的农家正业，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蚕桑压倒稻

作的新趋向。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地区

A．农业生产已经衰落 B．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C．农产品商业化程度提高 D．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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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中后期，以市井芸芸众生为主人公的世情小说勃兴，这些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反映当时

A．明以后统治者对文化控制减弱

B．商业活跃，市民阶层兴起

C．封建文人有了自由挥洒之地

D．社会风气比较开放

8．据清代档案《户部汇题各省民数谷数清册》统计，咸丰元年（1851 年）尚有完整的全

国人口记录，咸丰三年起，南方多省册报残阙，人口遽降。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

A．农民起义爆发，冲击了旧的统治秩序

B．清朝吏治腐败，户籍管理混乱

C．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户籍管理受冲击

D．清政府调整政策，放松了户籍管理

9．“在此以后，外国渗透中国的方式从外贸领域扩大到投资、生产、销售、金融各个领

域，直接改变了原有的‘小农——手工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都日益

陷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地位。”上述变化主要是由于

A．《南京条约》的签订 B．《马关条约》的签订

C．《北京条约》的签订 D．《辛丑条约》的签订

10．表 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出口商品情况一览表

分类

年份
总量(吨)

商品分类比重(%)

原料 手工制品 机器产品

1893 181713 15．6 81．8 2．6

1910 593337 39．8 41．4 18．8

1920 843860 40．1 39．4 20．5

表 1呈现的变化反映了

A．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

B．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C．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夹缝中日益萎缩

D．中国政府对“商业性农业”发展的重视

11．《申报》刊出《论商务不宜掣肘》指出“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

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中国之大利归之于中国之民，而勿

掣其肘”。这篇文章被正式刊出是在

A．19 世纪 70 年代 B．19 世纪 80 年代

C．19 世纪 90 年代 D．20 世纪 20 年代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 年）中写到：“因为物竞天择的公理，必要顺应著那

时势的，才能够生存。”在梁启超看来，“物竞天择”学说

A．验证了晚清社会革新趋势

B．肯定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

C．扭转了晚清社会发展进程

D．改变了中国社会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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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3．“ 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

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应该是

A.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B.鸦片战争中新思想的代表者

C.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D.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

14．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曾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

会”，“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与此建议信直接

相关的是

A．辛亥革命 B．新文化运动

C．第一次国共合作 D．第二次国共合作

15．毛泽东说：“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

利益。在不损害人民的基本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

让步去换取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民主。”这段话的背景是

A．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

B．1937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

C．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

D．1949 年，国共北平和谈

16．图 1 是 1985 年大连兴建的第一条饮食街，位于大连火车站

前、青泥洼桥、天津街三大闹市区交汇处——新盛饮食街。对

这张照片合理的解读是

A．建立起市场经济新格局

B．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

C．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给

D．个体经营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兴起

17．罗马法规定：以现金或现物进行交易,须有五个证人和一名司秤在场，他们皆应是罗

马公民；物件的转移必须在当事人双方在场时当面进行；在进行转让仪式时，必须经过

某种正式的手势和言语的阐述,这些条件缺一不可。由材料信息可知该法

A．注重交易形式和程序化 B．维护贵族的特权

C．突出强调保护私有财产 D．调解贸易的纠纷

18．1600 年布鲁诺因“异端思想”罪被烧死；1633 年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被迫公开宣布

放弃自己关于地动学说的科学信仰。而到了 1662 年，伦敦成立皇家学会；1666 年，巴黎

成立法兰西科学院。此变化最能够说明

A．基督教神学无法抵挡住科学的进步

B．牛顿创立经典力学推动科学的进步

C．法国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D．科学的进步促使宗教影响逐渐消失

19．1829 年，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中指出：“在各个方面，有血有肉的工匠都被赶

出他的作坊，让位给一个速度更快的、没有生命的工匠。梭子从织工的手指间掉落，落

入穿梭更快的铁指当中。”材料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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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纺织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

B．英国纺织业日益走向衰落

C．纺织工匠的技能日益落后

D．蒸汽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0．美国历史学家平森认为，直到 1870 年至 1900 年，德国工业发展才形成一股真正洪

流，把这种发展速度的加快叫做“革命”是适当的。促成德国这场“革命”主要原因是

A．新教的胜利 B．欧洲霸权的确立

C．国家的统一 D．垄断组织的形成

21．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指出：“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

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这说明十月革命

A．用两个政权并存方式来稳定社会秩序

B．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

C．采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

D．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22．苏联史专家闻一评价斯大林时，认为他一定要以动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

定要让社会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下列属于“社会自我牺牲”发展苏联的策略是

A．余粮征集制 B．管理权下放原则

C．物质利益原则 D．农业集体化政策

23．1948 年，美国在巴黎举办了“和平之车”、“美国家庭”和“我们正在建设更加美好

的生活”等一系列巡展，在西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举意在

A．配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B．缓和两极对峙的紧张局势

C．应对欧洲一体化的趋势 D．策划建立北约组织

24．有学者认为，新航路开辟后的早期殖民扩张，显示出全球化开始时的无序状态。20

世纪中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建立，

标志着全球有序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这一观点的依据是

A．“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B．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密切

C．大国之间关系由战时对抗走向战后合作

D．经济合作呈现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

第Ⅱ卷 非选择题（共52分）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6 题，其中 25、26 题为必做题，27——30 题为必选题，共 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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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分）“统制主义经济模式”，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

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20 世纪 30、

40 年代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不仅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认

识，还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申

报

月

刊

在内外层层叠叠的高压状态底下的中国，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

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

政府至少应该从事以下工作：

一、统制国内的农产品，使全国的衣食二项，可以自给自足，不必依靠

外洋。

二、统制国外贸易，减少不利的输入，增加有利的输出。

三、统制货币及金融，使国内物价安定，民生康乐。

……

——选自民国二十二年第二期《申报月刊》

材料二 四联总处（即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核办

贴放业务的重点是工矿业贷款。……以（大后方）工矿生产能力而论，如以 1938 年总生

产指数为 100，1943 年已增至 375，……民营企业……大多设备简陋、资本薄弱……有人

估计，1944 年国统区工厂倒闭率是 82%，或被官僚资本鲸吞。

一一杨菁《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中华民国史新论》

材料三 在政府里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

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们）把持了中国的矿业，

对于私有企业（大多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

一一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1954 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在当时中国产生影响的原

因。（8分）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工矿业发展方

面实施的经济措施及其影响。（10 分）

（3）综合上述材料从“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角度，结合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谈谈你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的认识。（7分）

26.（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表 2 1820——1913年 中英美德四国 GDP发展情况一览表



高三年级历史科试卷 第 6 页 共 8 页

时间 区域/国家
GDP 总量

百万美元

GDP 比例

世界百分之（%）

1820 年

中国（清） 228600 32．9

英国 36232 5．2

德国 26349 3．8

美国 12548 1．8

1870 年

大英帝国 265000 24．1

中国（清） 189740 17．2

美国 98374 8．9

德意志帝国 71429 6．5

1913 年

大英帝国 570406 21．1

美国 517383 19．1

中华民国 241344 8．9

德意志帝国 237332 8．8

表 2能够反映1820——1913年间中英美德四国GDP发展的趋势，指出1820年到1913

年间任意两个国家 GDP 发展趋势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12 分）

(要求：趋势明确清楚；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必选题（请在 27——30 四题中任选一题做答，并将所选题目对应的题号方框涂黑，按所

涂题号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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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5 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户调式是西晋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是灭吴、统一中国的当年颁行的……

三国时期，田地的占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封建国家所有，多以屯田的形式进行经

营；一类为私人占有，多集中在世族门阀的手中。曹魏后期，政治日益黑暗，许多屯田

被贵族和大官僚据为已有，大量的屯田客沦为私家的农奴……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一、占田制……《晋书•食货志》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

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二、户调制——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制度。《食货志》曰：“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

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三、品官占田荫客制……《食货志》曰：“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贵贱占田。”……“又

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衣食客和佃客……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

材料二 晋武帝司马炎……制定的不少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据《晋书·地理志》记

载，太康元年，西晋共有 246 万户；到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便增到 377 万户。《晋

书•食货志》曰：太康时期，“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牛马被野，

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天下无穷人”。

——摘选自《晋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晋武帝颁行户调式的背景。（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晋武帝户调式改革的作用。（9 分）

28．（15 分）【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和实践】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7 世纪的中国和英国思想界都出现反封建思潮。

中国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认为：最初“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

或除之”，“有人者出”为君主，使天下受其利而释其害；后世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

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为天下之大害”。进而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是非决于学校”。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认为：人民通过社会契约组成政府，君主和政府的权

力来源于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生命、财产及人身自由）。

国王及其政府应在立法权控制下行使管理国家的行政权。在政府与人民的争执中，人民

是最高的裁判官。

——摘编自张永忠《比较黄宗羲与洛克的政治哲学》等

（1）根据材料，概括黄宗羲和洛克关于君主问题的研究视角并提炼主要观点（不得照抄

材料原文）。（9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和洛克的政治主张出现差异的原因。（6 分）

29．（15 分）【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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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自 1940 年 7 月，日本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东南亚，美国

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同期，德国横扫欧洲，英国岌岌可危。为免战火延及自身，美国改

变中立国策，加大对各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至 1941 年 3 月 11 日，罗斯福签署租借法

案，将援助力度加之最大。依照这个法案，总统有权向“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

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决定受援国

的偿付方式。由此，美国真正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并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

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也为美国在战后从经济、政治上进一步称霸

世界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条件。

——《美国租借法案评述》

材料二 表 3 1939—1941 年美国对华贷款（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1939 年 2 月 1940 年 4 月 1940年 10月 1941 年 2 月 1941 年 4 月

数额 25 20 25 50 50

表 4 1941—1945 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质统计（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数额 26 100 49 53 1107

——摘编自《略论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实施《租借法》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美国对华援助的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这一角度，简析美国援华的原因。（9 分）

30．（15 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张载（1020—1078），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的名言。

材料一 他（张载）提倡“民胞物与”思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认为人和万物

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认为“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

颠连无告者也。”强调“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又言“大君者，

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天地之性是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气质之性受人们禀气条件的限制，包含饮食

男女的自然本性，故而有善有恶。

“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通过学习，明了物性，通晓人性，通达天性。）

——摘编自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张载“民胞物与”的核心思想，并对此作出

简要评价。（7分）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载思想对儒学发展的作用。（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