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省三校第一套

1.1958 年的广东省江门县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公社化，公社化，无人挣钱，有人花。

社员挣钱，小队花，小队挣钱，大队花。大队挣钱，公社花。谁人积极是傻瓜。”顺口溜中

反映的我国农村行政管理机构结束于

A.社会主义十年建设后期 B.文化大革命时期

C.改革开放初期 D.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

2.2000 年 1 月，美国微软公司的市值约为 5920 亿美元，大约是墨西哥在 1998 年出口总额

的 5 倍。但墨西哥有 1 亿多人，而微软仅有 3.2 万名员工。上述材料说明了

A.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使墨西哥的经济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B.微软公司的成功是美国“新经济的胜利”的代表

C.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D.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3.马克思曾说：“英国的入侵……摧毁了印度原有的经济基础，解构了那些半野蛮半原始的

社会结构……虽然对此我们会心怀悲伤，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正是这些看起来平和的田

园牧歌式的乡村社会结构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最坚实的基础，它极大地禁锢了人类的思想。”

下列说法，最能体现马克思观点的是

A.一些传统文化因为文化传播而惨遭代替

B.文化交流和文化开放可能带来文化损失

C.不是每一种文化的所有要素都是值得保护的

D.文化的开放使得一些弱势文化趋于灭亡

4.对于中国的企业发展史，吴晓波曾这样评价：“在晚清 40 年，强调国家控制的官商逻辑

是主流，而民国最初的 16 年，则是管制宽松的民营经济黄金年代。到 1929 年前后，随着国

内外形势的转变，国家主义再次抬头……” 据此得出的符合史实的结论是

A.晚清时期的官商企业的发展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B.“民营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黄金年代”

C.1929 年前后，“国家主义”抬头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D．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国家主义”对中国企业发展始终起到积极作用

5. 法国画家米勒是现实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播种者》等。荷兰画家梵高对米

勒的《播种者》很是倾心仰慕，于是他模仿米勒的同名作也画了一幅《播种者》。观察下列

两幅作品，指出梵高作品与米勒作品不同点是：



米勒的《播种者》 梵高的《播种者》

A.强调个性的抒发，线条粗犷、形式夸张

B.强调突出理性，注重画面的严整与和谐

C．强调色彩的作用，画面丰富多彩，辉煌瑰丽

D．强调内心的感受和自我表现，反传统和反理性

6.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士评论报》曾写到：“（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

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

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在这里它强调的是

A.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B.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C.内战胜利的重要性

D.国家前途的重要性

7.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中央向西移动 170 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

《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他这样做

A．迎合了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

B．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

C. 大大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

D．改变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角度

8.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指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

民族的“方案”。戊戌变法是第二个，而第三个“方案”却与第一、第二个“方案”背道而

驰。第三个“方案”是指

A.太平天国运动

B.辛亥革命运动

C.义和团运动

D.新文化运动

9.清前期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词中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灿烂，冰蚕

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这首词反映了

A.江南地区的民营纺织业超过了官营纺织业

B.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C.江南地区官营纺织业的技术精湛

D.江南地区纺织业已出现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10.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一学者做过如下评价“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重

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

开出路来。”材料中梁启超褒奖的学者是

A.李贽 B.王夫之 C.黄宗羲 D.顾炎武

11.唐诗对唐朝的社会生活有着形象的描述。如王建的《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门向晚

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张籍的《寄元员外》云：“月明台上唯僧到，夜静坊中有酒

沽。”上述诗歌描述的唐朝社会生活现象不正确．．．的是

A.唐朝时期严格实行市坊制度 B.唐朝时期茶叶贸易兴盛

C.唐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夜市 D.唐朝时期饮酒之风盛行

12.《工业文明的兴衰》一书曾指出，英国商品——“世界工厂”里源源不断的产品，成为

轰击其他民族国家闭关自守大门的重炮，“日不落帝国”在一定意义上是英国的工业家、企

业主开创的，而不是殖民军队和海军将领们通过征服缔造的。这强调的是

A.英国工业垄地位的作用

B.英国坚船利炮及商业扩张的作用

C.英国对外殖民政策的重大变化

D.英国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40.（25 分）阅读下列材料：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诸疆吏“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

是数千年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

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

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

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

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夷，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

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责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

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

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

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

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的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方面临头

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战争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

局的应对。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 根据材料回答，面对“数千年的变局”，曾国藩等人采取了怎样的“大政方针”？举例说明。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政方针”实施的结果及原因。(17 分)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8F%B2&fr=qb_search_exp&ie=utf8


（2） 甲午战争后，应对世界变局的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8

分）

41. （12 分）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

宗师。字宏甫，号卓吾，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

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

李贽对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

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

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

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

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

他还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

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

书•又与焦弱候》）。

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对礼教压迫下的妇女，

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

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

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

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请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李贽思想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罗马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治时期（约公元前 578～前 534）实行的

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改革。他废除罗马原有的三个氏族部落，即阿尔巴人的部族、萨宾人的部

族和外邦人的部族，代之以按地域原则划分的 4 个城区部落和一些乡村部落。同时他对罗马

自由居民进行财产普查，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 5 个等级。各等级产生数目不等的“森图里

亚”（Centuria，又译“百人队”）森图里亚会议获得宣战、媾和、选举高级官员、制定法

律和审判等职权。森图里亚会议由 193 个森图里亚组成，而第 1 等级产生 98 个，以至于多

数时候未轮到后面的等级投票，事情就定下来了。虽然贵族依然保持特权；但平民和外来人

中的有产者得以参加森图里亚会议和军队，获得一定的权益。

材料二 成为大国以后，罗马人的思想就极大地突破了早期城邦政治的局限。一

方面继承希腊城邦政治思想中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必须突破城邦政治的狭隘的和静态的眼

光，不分民族统一安排公共生活，建立协调大型国家中社会关系的政治与法律机制。并最终

发展成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在位期间的诸多改革措施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总结塞尔维乌斯改革措施与雅典民主改革有何相同之处。

(2)结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评价塞尔维乌斯改革。

【选修二 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 美国人的巨大优点，在于他们允许犯错误，而事后又能纠正错误。……美
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美国的法律……认可侵权的危险行为。……民主的
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
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
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

材料二 在民主国家，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的人民，可防止他们
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如果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比其他
国家的易于滥用权力，则人民一般不会让他们长期留任。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官员就
受他们的阶级利益支配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只是有时与多数人的利益一致，而在大多数
情况下，则是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反的。

——以上材料均选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美国的法律认可侵权的危险行为”。同时指

出美国是如何纠正 “错误”的？（6 分）

（2）根据上述两则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民主政治的优越之处？（9 分）

【选修三】 20 世纪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试图染指辽东半岛，与长期盘踞此地的俄国侵略势力发

生冲突，两国矛盾加剧。1904 年日本对俄国不宣而战。战争中俄军和日军的步枪射程分别

是 300 米和 800 米，日军的精准射击也给俄军造成了极大伤亡。日本军部的战术思想主张“步

枪的精准射击及机枪有效的火力压制”是阵地战的“经典”，他们认为“百发百中的步枪要

好于百发一中的冲锋枪”。最终日本获胜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其强化了日本对南满

的控制和对朝鲜的统治。关东租借地（旅顺、大连）以及东清铁路长春以南段（后来的南满

铁路）均由日本控制，“关东军”在内满洲开始驻扎而俄国的远东发展计划被迫停止。由此，

日本成为近代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战争打败欧洲白种人殖民者的黄种人国家，这对战争中宣布

中立的清朝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材料二 日军步兵二战中主要武器是三八式步枪,二战初期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军

队装备也相对简陋，几次大的战役中尽管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优势、士兵也很英勇，但没有

空中掩护和足够的炮火支援，往往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仍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因此，

日本军方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武器装备也是最好的”。但在太平洋战场上在

与美军的较量中，中国军队的悲剧在日军身上重演了。……尽管日本占领了一半以上的中国

国土和物产丰富的南洋诸岛，但由于占领区内缺乏工业基础，因此日本只能将获得的资源运

回国内进行深加工，这不但加大了制造成本还延缓了制造周期。所以尽管冲锋枪的优点很多

但由于存在着制造成本、工艺复杂和弹药消耗过大等原因最终被日本军方所放弃，直至二战

结束，日本也未曾普及装配冲锋枪。

______

《Leo J. Daugherty III, Fighting Techniques of a Japanese Infantryman

1941-1945》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俄战争对日、俄、中三国的影响。(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日本在二战中没能普及冲锋枪的原因。（9分）



【选修四 历史人物评说】

博尔济吉特·琦善（1790 年－1854 年）鸦片战争期间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处

理与英国有关事务。后人对于琦善的评价呈现多元。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

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
上。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1931
年）

材料二 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给琦善罗列的四大罪名是：一、主张弛禁,

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 破坏禁烟。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 乘机打击禁烟
领袖林则徐, 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 不事战守, 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
援, 致使战事失败, 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核心就是：卖国罪名。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材料三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

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
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
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

——蔡乐苏、尹媛萍《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对于琦善的评价的变化及其理由。（6 分）

（2）根据材料三分析蒋廷黻对琦善采取肯定态度的原因？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谈一谈影响

历史人物评价的因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