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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第一次阶段性考试

历史试题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2．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填涂在相应位置。

3．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按填涂样例）正确填涂；非选择题答

案必须使用 0．5毫米黑色签字笔书写，按照题号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

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
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西周时期，楚君熊渠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从楚成王开始“结旧好与诸

侯，使人献天子”；到楚庄王时，观兵于周疆，问九鼎之轻重。该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

A．楚国国力日益强盛 B．楚国渐形成华夏认同观念

C．楚国中原交往密切 D．西周时期礼乐制度崩坏

2．据统计，在抑商政策实行之前，汉武帝只在建元初期实行过一次有条件的复除（免除百姓租

税），即免除八十岁以上老人之家二人的人头税，九十岁以上老人之家的军赋。抑商政策开

始实行后，汉武帝先后实行过 7次复除，其中 6次复除的实行均无关灾情。据此判断抑商政

策

A．导致国民生活普遍贫困 B．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

C．渗透了黄老之学的理念 D．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3．从历法行用上看，南诏在与唐官方交往时，使用的是唐朝的年号及历法，且南诏年号在中原

史籍中出现结构性失载。渤海也曾一度出现“其国王在国内私立年号并僭称尊号”，却“每

岁遣使朝贡”的情况。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少数民族政权

A．受到唐朝藩属体系约束 B．社会发展的水平逐渐提高

C．开始注重自身历法教育 D．有明显脱离唐朝控制倾向

4．清朝时期，基层管理从注重管理国家编审册上的人户，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导致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A．赋税制度的演变 B．治理理念的革新

C．西学东渐的影响 D．国家疆域的拓展

5．魏源认为：“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

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致自古未致之货币。”这一观点

A．拉开了向西方学习序幕 B．践行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C．顺应了时代变局的需要 D．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6．《中华日报》曾在时评中指出：“其时通国臣民上下，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抱怨，以下令

逐客为快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其处势应变，虽曰非宜，其抗志负气，殆非无取。”

它评价的是

A．虎门销烟 B．太平天国运动 C．戊戌维新运动 D．义和团运动

7．1900年，针对洋人在华经商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广商学

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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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张反映出当时

A．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B．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C．实业救国取得初步成效 D．思想解放不断深入

8．1932年 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1937年 10月，中华苏维埃国家

银行西北分行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并收回苏维埃纸币，改用国民党统治区域流通的法币。

这一做法

A．旨在活跃敌后根据地经济 B．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

C．推动了国共合作再次实现 D．适应了民族战争的需要

9．1953年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粮食会议，决定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收

购，国家严控粮食市场，由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该举措旨在

A．避免城乡差别的扩大 B．满足工业化建设需要

C．进一步密切城乡联系 D．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

10．“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在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与中国古代封建城市不同”。其“不

同”表现在，西欧中世纪城市初建时

A．是商业中心但并非政治中心 B．享有一定自治权

C．布局严整且基础设施较完备 D．具有较大的规模

11．“在这个王国里，居民不受现有主权国家的国境等限制，共享探求人类社会共通的普遍性真

理的志向。不过，他们头脑中的普遍性，无论如何都以欧洲世界为思考的前提。”上述评价

中的“王国”是指

A．英国构建的庞大殖民帝国 B．新教领袖的“信仰自由王国”

C．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 D．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王国

12．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极力促成西班牙与它的殖民地和解。直到 1822年，

英国才承认南美船只所挂的旗帜，在事实上承认了南美国家的独立。英国这样做旨在

A．维护其在拉美利益 B．联合西班牙对抗法国

C．遏制其殖民地独立 D．避免引起美国的反感

13．1865年，德国雪茄工人协会成立，这是德国第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工会。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工会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工人组织。1914年，仅德国自由工会就有会员 250
万人。这表明

A．国家统一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B．代议制民主在德国不断完善

C．经济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力量 D．欧洲工人运动中心转向德国

14．下图是对二战期间盟国召开的某次会议的描述。该会议召开的背景是

◇会议目的是恢复并稳定因战争而萎靡不振的世界经济。

◇稳定汇率是会议重要议题。

◇会议间接实现了金本位制。

A．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 B．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C．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 D．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

15．下图为法国戴高乐总统执政时期（1959～1969年）采取的部分措施。这些措施

◇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建立法国的核威慑体系，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促进法德联合，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



历史试题 第 3 页 共 6 页

A．体现了法国联合苏联对抗美国 B．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

C．旨在加速欧洲军事一体化进程 D．说明美苏间的冷战态势加剧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4 小题，第 16 题 14 分，第 17 题 14 分，第 18 题 14 分，

第 19 题 13 分，共 55 分。

1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表 1是关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

表 1

省份
秦

前 255—前 206年

汉

前206—220年

三国

220—265年

晋

265—420年

南北朝

420—589年

安徽 — 1 3 — 4

湖北 — — — 1 —

江西 — 1 — 1 1

浙江 — 4 2 3 2

江苏 — 1 3 2 8

——摘编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材料二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是约合今亩 5亿至 6.5亿。政府重

视水利，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掌其事，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

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农具方面，唐朝出现了轻巧灵便、宜于深耕和精耕的曲辕犁，以及

用于灌溉高地的筒车。唐时北方开始实行麦粟复种制，两年三熟。南方则出现稻麦复种。唐朝粮

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 51.5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

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直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水利建设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影响中国古代

水利建设的因素。（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释出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这一

现象的原因。（6分）

17．（14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商业繁荣与社会生活

历史研究重视在丰富确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综合研究，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

律。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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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图 1 北宋末年东京三重城结构及主要行市分布

材料三

图 2 唐至清都城人口密度比较

——据薛凤旋著《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1）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以上信息对研究宋代“商业繁荣与社会生活”有哪些史料价值。（10
分）

（2）若全面认知宋代“经济与社会生活”，你认为还应关注哪些基本要素。（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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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晚清军事工厂设置的时空变迁

材料一

图 7 甲午战前清朝军事工厂设立空间分布图

——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

材料二 表 3 甲午战后清朝军事工厂设立情况

军事工厂 地址 开办年份

陕西机器制造局 西安 1894

奉天机器局 沈阳 1896

湖北军火所 武汉 1896

河南机器局 开封 1897

新疆机器局 乌鲁木齐 1897

山西机器局 太原 1898

湖北钢药厂 汉阳 1898

广西机器局 龙州 1899

贵州机器局 贵阳 1899

武昌保安火药所 武昌 1900

黑龙江机器局 齐齐哈尔 1900

江西机器局 南昌 1901

北洋机器局 德县 1902

安徽机器局 安庆 1907

伊犁枪子厂 伊犁 1908

——据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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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战舰凋零，海权全失，沿海之地易启彼族窥伺之心……制造厂局多在滨海之区……查各省煤

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应请饬下各该省督抚，设法筹款，设立制造厂局……

上海制造局购有炼钢机器，因其地不产煤铁，采买炼制所费不赀，以致开炉日少，似宜设法移赴

湖南近矿之区，以便广为制造。

——摘自 1897年《荣禄奏请在内地省份建立制造厂局并将上海制造局内迁片》

概括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军事工厂设置的时空变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其成因。（14分）

19．（13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郑观应生平

材料

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进入上海宝顺洋行任职。工作之余学习英文，对西方政

治、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年后被提升为宝顺洋行买办。

1868年，始与人合伙经营茶栈、轮船公司等，并大量阅读中外书报及有关兴邦治国、议论

时务得失的文章。60年代写成《救时揭要》一书，反对外国的侵略奴役，鼓励商民投资兴办民

族工商业

1873年，参与创办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并成为总买办，先后投资入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

局、上海造纸公司等企业，得到洋务派赏识。1882年，辞去太古公司买办到李鸿章创办的轮船

招商局当帮办，次年升任总办。期间写成《易言》一书，提出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

革措施，倡导改革变法、学习西方。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立即上书提出军事建议并自荐到广东军营，不避艰险完成使命，

为清军陆战打败法军创造了条件。郑观应对清廷“不败而败”十分愤慨、失望，退隐澳门修订《易

言》。

1893年，再度被委任为招商局帮办，后又兼任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董。

1894年，成书《盛世危言》，对社会诸方面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认为，“治乱之源，

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他批评封建

专制制度的弊病，首次提出“立宪法”“开议会”；他提倡“商战”，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维护民

族经济。他的变革设想被时人盛赞为“良药之方”。

民国以后，倾主要精力办教育，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

誉董事。1922年，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学者指出，郑观应“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

是一位对时代具有敏锐感悟的人。”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解读郑观应的人生历程。（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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