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届湘赣皖·十五校高三联考第一次考试

历史模拟试卷

时量：90100 分

第 1 卷（选择题）

1.中国的宗法血缘制历史悠久，其精神长久地保存在中华文化中。下列成语可作为这一历史现象的佐证的是

A. 空前绝后 B. 跋前疐后 C. 光前裕后 D. 瞻前顾后

【答案】C

【解析】

【详解】“光前裕后”是指为祖先争光，为后代造福，可知此成语与“宗法血缘制”有关，C 正确；“空前

绝后”是指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A 与材料不符；“跋前疐后”意思是进退两难，故 B 与材料不符；

“瞻前顾后”指做事之前考虑周密细致，D与材料无关。

2.秦汉时期，君臣之间沟通，除了正式的朝堂召见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即吏民请求于皇帝

朝堂召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这一做法

A. 强化了君主的专制统治 B. 表明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C. 提高了政务的执行效率 D. 反映了君主与外朝矛盾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秦汉时期君臣之间特殊的“请间言事”，这更有利于君主对朝廷的了解和掌控，有

利于皇权的加强，A正确；材料没有体现决策异变，只是君臣之间的“请间言事”，B 错误；C、D与材料无

关。

3.东汉时期，士人尊儒成风，高门世族累世经学，而魏晋时“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曹魏皇族更对“孔子之

术”进行毫不容情的质疑。该变化反映出

A. 门阀世族喜好决定世风转移

B. 正统思想随王朝兴替而变化

C. 时代变迁影响价值观念选择

D. 佛道思想强烈冲击儒学地位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依据材料中东汉时期“尊儒成风”，而魏晋时“公卿士

庶罕通经业”，曹魏皇族更对“孔子之术”进行毫不容情的质疑，反映了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对儒学态度的



变化。结合所学可知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战乱之中，社会动荡不安，士人对儒学思想开始

产生了怀疑。这说明了时代的变迁影响着价值观念的选择。因此 C选项正确。A选项错误，门阀士族喜好

对世风的转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无法起决定作用；B选项错误，从汉朝到清朝古代中国正统思想一直

是儒家思想，并没有随王朝兴替而变化；D选项错误，材料中未涉及佛道思想对儒学地位的冲击。故正确

答案为 C选项。

4.宋人孟元老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东京梦华录》，记述了汴京城市面貌、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等。后人在

研究宋史时，除官修史书外，还重视对此类书籍的利用。这说明

A. 私人著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历史原本面目

B. 区分官修史书与私人著述是研究历史的前提

C. 亲历者见闻形成的私人著述最接近历史真相

D. 官修史书可以弥补私人著述视角单一的缺陷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后人在研究宋史时，除官修史书外，还重视对“孟元老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东京

梦华录》”此类书籍的利用，这说明私人著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历史原本面目，A 正确；B 与材料无关；

历史真相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研究，C 错误；材料体现的是私人著述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缺陷，D 错误。

5.公元 1314 年，元朝决定实行科举考试，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重要考试内容，还确立了蒙古、

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取二十五人的制度。这一措施

A. 促进了元朝文化学术繁荣 B. 终结了蒙古贵族特权政治

C. 体现了人才选拔地域公平 D. 加速了元政权封建化进程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元朝恢复科举制，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重要考试内容，并按民族分化政策进行

考试并分别录取的制度，有利于元政权封建化进程，D 正确；A、B与材料无关；C 不是材料主旨。

【点睛】材料的关键词是“公元 1314 年，元朝决定实行科举考试，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重要考

试内容”，考查的是学生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解。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终实现了封建化。

6.如图为明代中期工商业城镇分布图



A. 促成了传统经济结构的剧变 B. 推动了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

C. 标志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D. 导致了闭关锁国政策的废除

【答案】B

【解析】

【详解】图片信息体现的是“明代中期工商业城镇”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区域间经济

发展的不同，有利于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B 正确；传统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直到鸦片战争后开始瓦解，

A错误；南宋经济重心南移，C 错误；清朝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D 错误。

7.黄宗羲对儒学品格作了重新赋予，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要由豪杰之士来承担，呼吁豪杰之士树

立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这种主张

A. 利于切实推动社会发展 B. 冲破了先秦儒学的束缚

C. 强调满足个人名利之心 D. 强调提高君主服务能力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中黄宗羲鼓励豪杰之士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这有利于社会发展，故选 A项。先秦儒学同样

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故有孔子和孟子的周游列国，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同先秦儒学并无冲突，

故 B项冲破一说无从谈起，排除；黄宗羲强调的是志向是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而不是对个人名利的追

求，排除 C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黄宗羲的这种远大志向是服务于公天下，而非君主的私天下，故提高

君主服务能力之说无从谈起，排除 D项。

【点睛】本题考查黄宗羲的思想，解题的关键信息是“呼吁豪杰之士树立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的远大志

向”，学生对此要结合明末清初思想活跃局面形成的时代背景予以理解。

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大沽口，客观上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洪秀全曾将洋人

过境说成是“兄弟团圆”，言称“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衷心归顺成藩属，替爷替哥杀



妖魔”。这反映出太平天国

A. 与外国平等往来的愿望 B. 与英法合作共同反抗清朝

C. 继续秉持传统宗藩观念 D. 和西方国家宗教信仰相同

【答案】C

【解析】

【详解】由材料“衷心归顺成藩属”“西洋番弟听朕诏”，说明太平天国将西方国家视为藩属国，继续坚

持传统的宗藩外交，故 C符合题意；传统的宗藩外交并非近代平等外交，故 A不符合题意；材料反映天平

天国幻想英法代其推翻清王朝，故 B不符合题意；天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存在不同，故

D不符合题意。故选 C。

9.19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减轻茶税后，安徽一个普通农家从国际茶叶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现金收入。但这

个农家并没有趁机对家庭经济结构做全面调整，而是把经营的重心投向了就近的土地开发和粮食生产，以

缓解口粮不足问题。这一个案（ ）

A. 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已主动适应世界市场”的历史现象

B. 丰富了“晚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复杂性”的历史认识

C. 支撑了“国际市场利好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解释

D. 印证了“世界市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 ”的历史结论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信息是，安徽一个普通农家从国际茶叶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润后，转而把经营的重心投向了

就近的土地开发和粮食生产。这说明该农户有浓厚的重农抑商意识，这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体现了晚

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复杂性，故 B正确；显然，当时中国农民没有适应世界市场，故 A错误；国际

市场的利润没有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而固化了重农抑商意识，不利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故 CD

错误。

10.1902 年林纾编译的《伊索寓言》一经刊行便风行一时，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译者的兴趣却不在于演绎

故事，而是在每个篇目后以译者“识语”的形式，借助故事里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与尔虞我诈来点评晚清

时局、抒发自己的思考。这表明林纾

A. 开创自由个性的翻译风格 B. 专注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

C. 倡导维新救国的政治主张 D. 利用进化论宣传革命思想

【答案】C

【解析】

【详解】1902年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由材料“借助故事里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与尔虞我诈来点评晚清时



局、抒发自己的思考”，可得出林纾编译《伊索寓言》旨在倡导维新救国的政治主张，故 C符合题意；材

料无法表明自由个性的翻译风格始于林纾，故 A不符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态度，

故 BD不符合题意。故选 C。

11.1915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着手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该学院全部采用英文教学，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

标准，为教师提供世界水准的丰厚工资和福利保障。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

A. 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B. 有助于中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

C. 有利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D. 改善了中国社会的医疗卫生状况

【答案】C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是“全部采用英文教学，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标准，为教师

提供世界水准的丰厚工资和福利保障”，故 C 符合题意；A、B与材料无关；D 说法绝对。

【点睛】材料中的关键词是“该学院全部采用英文教学，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标准”，考查的是学生读

取材料的能力。

12.如表是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观点的变化情况

这一变化表明五四运动

A. 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发展

B.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

C. 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D.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中体现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观点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其在五四运动后认识到无产阶

级的力量，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A 正确；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B与材料不符；C、D与材料无关。

【点睛】材料的关键信息是“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观点的变化，考查的是学生对五四运动的意义理解。

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3.为了换取各省政治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 年正式将土地税划归给各省管理，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

值 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中央财政总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等城市税收和工商税收。这

一做法可能使

A. 中央集权面临着新的挑战

B. 城市经济重要性明显高于农村

C. 农民税务负担将大大减轻

D. 中国失去农业现代化发展契机

【答案】D

【解析】

税收是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放弃对地方农业土地税的管理，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全国农业失

去了调控的能力，在 30 年代世界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丧失了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故此题正

确选项为 D选项。A 选项迷惑性比较大。南京国民政府把土地税划拨地方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换取地方支

持，加强中央集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是支持中央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地方军阀派系、国

共对峙。各省对土地税的征收、对农业的发展、管理政策不一，国民政府的做法使得中央失去发展农业、

振兴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权。

14.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改革教育体制，缩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增大初等教育在整个学

制中的比重。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实现其同化政策的阴谋。构成这段文字的是

A. 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

B. 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

C. 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

D. 历史观点和历史结论

【答案】B

【解析】

材料“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改革教育体制，缩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增大初等教育在整个

学制中的比重”属于历史叙述；“日军这样做是便于实现其同化政策的阴谋”属于历史解释，故 B正确；

“日军在沦陷区改革教育体制”不属于历史观点，故 AD错误；“日军在沦陷区改革教育体制”也不属于



历史结论，故 C错误。故选 B。

15.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为数众多的 1 日产婆采用落后的接生办法，造成了严重的产妇和婴儿死亡问题。1955

年，中国农村通过训练和改造旧产婆，实行新的接生法，儿童的成活率明显提高。这说明当时

A. 科学扫盲推动社会改造深入 B. 党和政府工作重心仍在农村

C. 农村妇女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D. 优生节育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通过训练和改造旧产婆，实行新的接生方法取代“落后的

接生办法”，儿童的成活率明显提高，故 A符合题意；B、C、D 与材料无关。

16.中国共产党分别于 1956、1969、1982、1992年召开第八、九、十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下表是对这

四次大会政治报告中出现的前 10个高频词的次数统计。其中与党的十二大相对应的一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答案】B

【解析】

解题时紧扣“十二大”等关键信息，然后联系已学知识可知，对四次会议的特征进行逐项对比分析。首先，可

从特征比较明显的会议开始进行分析。中共九大是在“文革”期间召开的，主要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故出

现频率高的词汇应为“阶级”、“革命”，④与之相符，故 D项排除；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目标，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因此此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应为“经济”“建设”，③

与之相符，故 C项排除。然后，再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共八大和十二大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中共八大正确

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

会主义建设，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故其“阶级”一词出现的频率比中共十二大高，与①的高频词相



一致，故 A项排除；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

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②与之符合，故 B项正确。

【名师点晴】党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试题主要考查对历次会议核心内容的准确认识。

中共

八大

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

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当时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

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

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

路的良好开端

中共

九大

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

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

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

误的

中共

十二

大

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

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中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时期

中共

十四

大

中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7.在古希腊文明影响下产生的古希腊的服装是一块布的艺术。布一般都不裁剪，而是通过披挂或缠绕把一

块布穿在身上，形成优美的垂褶，如多利亚式希顿（图 1）和爱奥尼亚式希顿（图 2），公元前 200—150 年

前后，由于黄金分割法的广泛应用，腰带位置上移，希顿变成高腰的设计（图 3）。希顿的设计变化本质上

反映了



A. 人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B. 崇尚理性之美

C. 开放包容的政治文明

D. 追求自由精神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布一般都不裁剪，而是通过披挂或缠绕的方式……形成优美的垂褶”，可知希顿是一种人

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但这是表面现象，并没有回答出希顿这种变化的本质，故 A错误。希顿设计的变化是

由于黄金分割法的广泛应用而导致的，体现的是对理性的追求、对理性的崇尚。故 B正确。 材料没有体现

自由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政治文明的相关信息，故 CD错误。

18.共和国早期，罗马虽然推翻了王政统治，但罗马贵族依然保留了专制的权力，只是这种专制由个人变成

了集体，对法律的垄断就是贵族专权的一种表现。由此可知，《十二铜表法》颁布的意义在于

A. 实现了罗马公民内部的平等 B. 推动了罗马共和制的发展

C. 是罗马成文法发展史的起点 D. 汇编了以往的罗马习惯法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十二铜表法》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打破了贵族专权，促进了罗马共和

制的进一步发展，故 B正确；贵族和平民之间始终处于不平等状态，故 A不正确；CD均与材料信息无关，

排除。

19.17 世纪荷兰风俗画家约翰内斯∙维米东创作的油画看上去仿佛反映了井然有序、克制内的地方风情，但

如果你仔细观察画中的物——用加拿大河狸皮制作的奢华皮帽、中国的瓷盘、秘鲁白银铸造的银币、印第



安人用胭脂虫染制的红色布料——就会向你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能够

A. 体现画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B. 反映殖民扩张给荷兰带来的财富

C. 展示画家所属的印象派风格 D. 折射工业革命给西欧带来的繁荣

【答案】B

【解析】

【详解】据材料“……如果你仔细观察画中的物——用加拿大河狸皮制作的奢华皮帽、中国的瓷盘、秘鲁

白银铸造的银币、印第安人用胭脂虫染制的红色布料——就会向你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结合所学

可知，17 世纪的荷兰是“海上的马车夫”，在世界贸易居于垄断地位，称霸海洋，从事海外殖民掠夺并给

荷兰带来的巨额财富，B 正确；结合所学可知，约翰内斯∙维米东创作的油画是当时现实的反映，A 说法错

误；材料没有明显体现印象派风格，即注意“光”和“色”，C 错误；工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中叶，D 错

误。

20.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法国贵族恃强凌弱，蔑视工商业活动，耻于与商人为伍。在英国，贵族、绅士与商

人杂处，贵族的子弟进入贸易圈。这一反差

A. 说明商人是左右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

B. 体现出英国的社会结构更有利于创新

C. 说明法国人文思想的底蕴比英国浅薄

D. 反映出英法两国近代化转型起点不同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英法两国贵族对商人的不同态度，最终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建

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法国却滞后，这体现出英国的社会结构更有利于创新，B 正确；A说法错误；C、D 与

材料无关。

21.1871 年 10 月，俾斯麦通过帝国立法确立的“文化斗争”，禁止神职人员参政，认定结婚、离婚等民事

行为不再受教会的控制，废除了与政府政策相悖的教会制度。这些措施

A. 清除了基督教在德国的影响

B. 体现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

C. 客观上维护了德意志的统一

D. 否定了德国教会的积极作用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中的“禁止神职人员参政，认定结婚、离婚等民事行为不再受教会的控制，废除了与政



府政策相悖的教会制度”可知，德国完成统一之后采取措施削弱天主教会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实行世俗化

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当时有利于强化联邦政府，从而在客观上维护了德国的统一，故选 C；A项中的“清除

了”表述太绝对，故排除；实行政教分离，实行世俗化的政策在当时有利于德国的统一，不能说其体现了

军国主义色彩，排除 B；材料中俾斯麦要求政教分离，教会不得干预政治事务，并未否定德国教会的积极作

用，故排除 D。

22.20 世纪 30 年代，国统区人士形成一股了“苏联热”。史学家钱穆曾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描述：“孤独的

农民从前对着疲马叹息，从朝到暮在一小块土地上流汗，现在是用着机器伴着愉快的歌声，在一种友谊的

态度上工作了”。这一描述

A. 说明历史叙述受主观情感的影响

B. 说明当时意识形态的矛盾逐步弱化

C. 准确记述了苏联农民的生产状况

D. 表明知识阶层发展计划经济的意愿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热”影响下，史学家钱穆曾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赞美之情，

而实际上苏联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情，故 A 说法正确；B 不是材料主旨；C、D 说法是表面

现象，没有反映本质。

23.地图可以反映政治形势，如图是某时期的一幅世界地图

这可以凸显出 20 世纪

A. 50 年代两大阵营的形成

B. 60 年代两大军事组织的对抗

C. 70 年代南北对话的启动

D. 80 年代第三世界的迅速壮大

【答案】B



【解析】

【详解】地图中信息反映的政治形势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华约”两大军事对峙

集团的国家组成及分布形势，故 B 与材料相符；两大阵营对峙初步形成于二战结束后，A说法不准确；C、D

与材料无关。

【点睛】材料中的关键信息是“政治形式”，考查的是学生对 20 世纪两大阵营对峙的特点及时间的掌握，

1955 年华约的建立，两大阵营对峙局面形成。

24. 演讲是时代的见证。下表的演讲内容反映出当时的主流思潮是

A. 理性主义 B. 浪漫主义 C. 自由主义 D. 社会主义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试题分析：理性主义是 17—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A 项错误；浪漫主抒发对理

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与材料意思不符，故 B

项错误；据材料“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我，

或者我所代表的奴隶们，同你们的国庆节有什么相干”和“难道女人不是人吗？”可知属于自由主义，故 C 项

正确；美国两则材料不属于社会主义，故 D项错误。

考点：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工业革命·自由主义

【详解】

第Ⅱ卷（非选择题）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古代中西方思想家关于法律与教化关系的思考（表 2）



材料二从《五月花公约》到《联那条例》到 1797 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可以寻觅到美国人对“好

政府”的渴望与珍视，诞生了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早期“士绅政府”，大部分官员都是根据对宪法的忠诚，

道德高尚和能力超凡等条件任命的。1529 年杰克逊出任总统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转折点。美国政治

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党在大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民众政府”模式，给更多的公民提供了参与政治

的机会，但当“政党分赃制”发展成为政府任选官员的主要形式时，美国官场出现腐败现象就成为不可避

免的政治现实。加菲尔德总统未给竞选立功者分配满意职位而遇害事件直接导致了 1883 年《彭德尔顿法》

的颁布实施。该法案授权总统纽成一个专门的道德委员会，负责制定委任联邦官员的程序规则，美国政府

官员的从政道德建设从总体上乡入正轨。此后随着《从政道德法》的颁布和联邦道德规范局的运行，从联

邦政府到地方基层单位，从部门到专业学会以及企事业单位，道德法体系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起来。

——摘编自《美国联邦政府治理腐败研究：从 1883 年<彭德尔顿法>的视觉观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西方思想家关于法律的主张，并分析形成这些主张

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科二，归纳美国政治生活中官员选任的阶段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美国的道德立法

实践。

【答案】（1）主张：中国：礼刑结合，以礼为主；人治优于法治。

西方：尊重法律权威；法律应符合道德规范；法治优于人治。

时代背景：中国：社会巨变，礼制崩解，需重建社会秩序；士阶层兴起，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

案。

西方：民主政治发展；政治生话中讲求功利忽视道德现象增多；良好的法治传统；思想解放（智者运动推

动理性思想发展），思想家对良好政体的探索。

（2）阶段特点：“绅士政府”阶段：依据法律民选产生．官员需德才兼备；

“政党分脏制”阶段：党派竞选，选民范围扩大，任人维亲；

“文官政府”阶段：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

简评：美国的道德立法，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设立了独立的机构进行监察，故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官员

贪污腐败。但是，由于美国政党竟选和经济利益的高度耦合，道德立法不能防止诸如合法的“软腐败”；



而且道德素质的提高最终取决于人的道德自觉，靠法治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伦理问题。

【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古今中外的法律。从古代中西方思想家关于法律的主张、美国近代道德立法的实践来分析答

案。

（1）材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

也”可以概括出古代中国思想家关于法律的主张；材料“都必须是法律的服从者”“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

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可以概括出古代西方思想家

关于法律的主张。结合两者所生活的时代特征来分析得出答案。

（2）从材料““士绅政府”，大部分官员都是根据对宪法的忠诚，道德高尚和能力超凡等条件任命的”““政

党分赃制”发展成为政府任选官员的主要形式时，美国官场出现腐败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现实”“《从

政道德法》的颁布和联邦道德规范局的运行，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基层单位，从部门到专业学会以及企事业

单位，道德法体系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起来”可以概括出第一小问的答案。结合材料“美国政府官员的从政

道德建设从总体上乡入正轨”“加菲尔德总统未给竞选立功者分配满意职位而遇害事件直接导致了 1883年

《彭德尔顿法》的颁布实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得出第二小问的答案。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形成了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历代统治者都认

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在安定人心、抵御灾荒、平抑粮价、调节丰歉和恢复生产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封建社会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和流

通。中国古代粮食流通思想围绕“政府还是市场”这一主题展开，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

粜”，再到西汉、北宋政府的全面干预，复到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以至于乾隆时期明确的市场主导，

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逐渐彰显自由市场意识的过程。粮食安全的最基本含义就是降低农业灾害风险，

保障粮食供应，在《周礼·地官·司徒》中的“荒政十二书”一节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的荒政思想，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粮食大量依赖进口，粮食安全无以维系。1934 年，南京国民政府组

织专家制定《中国米麦自给计划》。其要点是：一为改进方针，以科学方法增加麦作产量、控制生产成本；

改善交通、降低运费，便利各地小麦自由流通；严禁掺水、掺杂，实施品级鉴定，保证小麦品质；征收保

护性关税，填补减免小麦杂捐后形成的税收缺额。二为实施要点，包括麦种改良及推广、施用适量化肥、

防范病虫害、提倡水利事业、改良仓储运输及收割方式、实施关税保护等。整个计划限期 10 年完成。

1935 年，组建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具体实施，但构建粮食安全体系的任务没能完成。

——摘编自郑宇等《民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机制》



材料三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并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

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

毛泽东提出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储粮备荒”“备战备荒为人民”等重要观点。

——摘编自谢莲碧《简述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米麦自给计划》的积极影响.并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构建粮食

安全体系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初期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

【答案】（1）内容：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粮食仓储：关注粮食流通；完善荒政思想。

（2）影响：以技术改进为着重点和突破口，有利于提高农产品收购质量，有利于推动传统农业的近代化转

型；兼顾发展生产与运销改良，是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宝贵尝试。

原因：国民政府的政令不统一，不利于政策的推行；未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

（3）目标：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定；以农业积累特别是粮食的产出积累支持工业

的发展。

【解析】

【详解】（1）内容：据材料“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形成了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

可知，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生产；据材料“历代统治者都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可知，重

视粮食仓储；据材料“中国古代粮食流通思想围绕‘政府还是市场’这一主题展开”可知，关注粮食流通；

据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可知，完善荒政思想。

（2）影响：据材料“一为改进方针，以科学方法增加麦作产量、控制生产成本……二为实施要点，包括麦

种改良及推广、施用适量化肥、防范病虫害、提倡水利事业……”可知，以技术改进为着重点和突破口，

有利于提高农产品收购质量和推动传统农业的近代化转型；据材料“……改善交通、降低运费，便利各地

小麦自由流通；严禁掺水、掺杂，实施品级鉴定，保证小麦品质”并结合所学可知，兼顾发展生产与运销

改良，是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宝贵尝试。

原因：结合所学可从国民政府的政令不统一、不利于政策的推行、未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抗日战争爆发的

影响等方面回答。

（3）目标：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定、以农业积累特别是粮

食的产出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等角度回答。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把历史看作一门艺术，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在中西古典史学中，史学被认为是一门叙事

之学，属于艺术的一部分。19 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史学被纳入了科学的范围之内，史学匆匆告别了艺术



的家庭，一头钻进了科学怀抱。人们坚信历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希望像研究自然界一

样来研究人类行为。

这样，当人们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同时，有一些人又重新捡起了历史学也是一

门艺术的话题。或者至少可以说，历史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所谓科学是求真的一面，艺术是求美的

一面。

——王少卿《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个世纪的论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历史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

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答案】示例一：历史是一门艺术。

早期的史学如史诗、神话、传说，含有大量的虚构成分和艺术加工。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

表明文学对史学影响之巨。例如《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因

此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们通过史料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的原貌，其认识的特殊性

决定了历史必须借助艺术处理。例如司马迁没有亲赴鸿门宴现场，但整个场面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扣人心

弦，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史学的主要价值在于教育、借鉴价值，这大大助长了史学艺术化的倾向。例如

春秋笔法，即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

主观看法。

综上所述，史学是一门叙事之学，离不开文字的表述，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门艺术。

示例二：历史是一门科学。

史学贵在求真，强调客观地叙述历史，与崇尚虚构、想象的文学艺术明显不同。西方史学家希罗多德为撰

《历史》一书，曾花费十年时间到处游历，为的是搜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官所遵

循的道德准则，是中国史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史学强调史

料实证，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一套科学方法，具有科学性质。傅斯年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史料就

没有史学”，历史研究要求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要求史料扎实准确，并客观叙述历史；历史学对历史发展

规律的探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具有科学性质，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类社会规律的探

讨。

历史学贵在求真，其根本任务是透过历史现象，寻求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示例三：历史学的内容是科学的，其表现形式是艺术的。

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学贵在求真，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透过历史现象，寻求历史发展的内在

规律，类似于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具有科学性质。同时，艺术对史学编纂、史学描述有巨大作用。

历史学离不开文字的表述，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门艺术，史学在对个别事物的描述上离不开形象思维，



即艺术思维方式，如描写战争场面，刻画人物心理等；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

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编纂、史学描述的巨大作用。这里，史学的艺术倾向显然是

以不损害史学的科学性为先决条件的，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感人艺术魅力的作品

【解析】

【详解】根据题干信息可以“历史是一门艺术”进行立论，从史学著作的文学表达、史学价值的艺术化进

行阐述；也可以“历史是一门科学”进行立论，从史实秉笔直书精神、史料实证价值、对历史发展规律的

探究进行分析阐述；亦可综合历史的艺术与科学性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以及史学编纂与表达的艺术

价值进行阐述。

28.材料 安史兵兴不久，唐延即设盐铁使之职，立专卖之法。肃宗后期到代宗朝刘晏任盐铁使，在距

产盐区较远处设常平盐仓，官府储盐以备调剂，防范盐商抬价，又设十三巡院负责查禁私盐。刘晏主管财

政 20 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然其弊则在于“亭户冒法，私

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盐价）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唐

以关中为腹心，物产不足供应，不得不依赖江南漕运。安史乱后，运河因战乱失修。刘晏根据运河各段水

情特点及船夫对航道熟悉情况，采用分段转输之法，又制造专门船只，改进造船材料，用盐利雇船工专司

行船，并调军队押运。刘晏遍设“疾足”（情报员），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动向，动用各处粮仓储备以调节丰

歉，丰则入籴，贱则出粜，以防商人囤积居奇造成物价波动，官府又从中获利，此名为“常平法”。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晏改革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刘晏改革的影响。

【答案】（1）背景：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财政问题较严重。

内容：改革盐业专卖制度，设常平盐仓；整顿漕运；平抑物价。

（2）简评：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改善唐朝财政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缓解了长，安粮食的短缺，

带动了漕运沿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物价的稳定。但其改革也给民众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难以从根本上

挽救唐朝走向衰弱的命运。

【解析】

【详解】（1）背景：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财政问题较严重等角度回答。

内容：据材料“在距产盐区较远处设常平盐仓，官府储盐以备调剂，防范盐商抬价，又设十三巡院负责查

禁私盐”可知，改革盐业专卖制度，设常平盐仓；据材料“安史乱后，运河因战乱失修。刘晏根据运河各

段水情特点及船夫对航道熟悉情况，采用分段转输之法，又制造专门船只，改进造船材料，……” 可知，

整顿漕运；据材料“刘晏遍设‘疾足’（情报员），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动向，动用各处粮仓储备以调节丰歉，

丰则入籴，贱则出粜，……”可知，平抑物价。



（2）简评：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改善唐朝财政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缓解

了长安粮食的短缺、带动了漕运沿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物价的稳定、但其改革也给民众带来了不利影响、

因此难以从根本上挽救唐朝走向衰弱的命运等方面回答。

29.【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出现高涨的形势。在亚

洲，继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出现五四运动新革命形势发展、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在非洲，埃及爆发

了反英独立运动；在拉丁美洲，虽没有广泛的暴力武装革命，但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二战的胜利，为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以民主民族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亚非

拉美地区。二战前殖民地、附属国人口为 14.5 亿，总面积为 7800 万平方公里。到 1959 年，殖民地人口减

少为 1.6 亿，面积仅剩 2550 万平方公里。

——摘编自王春良等《新编世界现代史 1900—1988》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次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有何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意义。

【答案】（1）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手段多样化；结果基本失败；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依然存在。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暴力革命为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显著；新兴民族国家普遍建立。

（2）有利于第三世界崛起；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逐渐瓦解；有利于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有利于

世界民主与和平进程。

【解析】

【详解】（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民族解放运动手段上、结果上入手分析。首先从手段上，由材料“在

亚洲，继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出现五四运动新革命形势发展、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在非洲，埃及爆

发了反英独立运动；在拉丁美洲，虽没有广泛的暴力武装革命，但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

动”可知，一战后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比较多样；二战后，由材料“以民主民族革命为主要内容的

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亚非拉美地区”可知，手段主要以暴力革命为主。其次从结果上看，一战后的民族解

放运动结果基本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依然存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材料“二战前殖

民地、附属国人口为 14.5 亿，总面积为 7800万平方公里。到 1959年，殖民地人口减少为 1.6亿，面积仅

剩 2550万平方公里”可知，新兴民族国家普遍建立，且其中还成立了较多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2）结合所学可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入手分析。从殖民体系瓦解的角度看，第三世界

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国家的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从世界格局的变化

上看，第三世界的崛起，有利于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同时有利于世界民主与和平进程。



30.材料 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 年生于巴黎，从小对体育具有广泛的兴趣，并积极涉猎古希腊文

化。1875 年至 1881 年，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他关注于此，并希望奥运会“神圣休

战”传统能得到传承。留学英国期间，顾拜旦对当地的教育和体育事业十分赞赏，认为要让笼罩在战败阴

影下的法国复兴，就应该“用体育唤醒法国”。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体操联合会等一批国际性单项体

育组织相继成立。

顾拜旦敏锐地察觉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走向国际化，但同时各体育组织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混乱。1892

年 11 月，他发表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第一次正式提出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经过顾拜旦及其

同事们的不懈努力，“复原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 1894 年 6 月召开。会议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

宣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1896 年至 1925 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任职期间，国际奥委

会成员也由 14 个发展到 40 个。1913 年，顾拜旦设计了国际奥委会会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

世界运动员以公正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

——摘编自宋凤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顾拜旦对于现代体育事业的贡献。

【答案】（1）原因：对体育与古希腊文化具有浓厚兴趣，希望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实现法国复兴，传承古代

奥运的“休战传统”以壮大和平力量，协调各国际体育组织，推进体育国际化。

（2）贡献：推动了现代奥运会的创办：长期领导国际奥委会并亲自设计了国际奥委会会旗；致力于消除体

育领域的不良倾向；极大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国际化；弘扬了公平竞赛和“团结、友好、和平”的体育精神。

【解析】

【详解】（1）原因：据材料“从小对体育具有广泛的兴趣，并积极涉猎古希腊文化”可知，其对体育与古

希腊文化具有浓厚兴趣；据材料“认为要让笼罩在战败阴影下的法国复兴，就应该‘用体育唤醒法国’”

可知，希望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实现法国复兴；据材料“并希望奥运会‘神圣休战’传统能得到传承”可知，

传承古代奥运的“休战传统”以壮大和平力量；据材料“顾拜旦敏锐地察觉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走向国际

化，但同时各体育组织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并结合所学可知，其要协调各国际体育组织，推进体

育国际化。

（2）贡献：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从推动了现代奥运会的创办、长期领导国际奥委会并亲自设计了国际奥委

会会旗、致力于消除体育领域的不良倾向、极大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国际化、弘扬了公平竞赛和“团结、友

好、和平”的体育精神等方面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