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市 2023- 2024 学年高三摸底调研测试 

历史试题 
本试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答案一律写在答题卡上。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认真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准考证号,并将条形码粘

贴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 

2.答题时使用 0.5 毫米的黑色中性(签字)笔或碳素笔书写,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在各题的答题区域(黑色线框)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 

4.保持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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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中,既发现大量与中原地区类似的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众多独特的青铜神

像、金杖、神树等,其独特的祭祀行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等也十分罕见。这可以用于印证 

A.华夏民族认同观念已经产生 B.古蜀文明已经超越中原文明 

C.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本特征 D.早期国家中央集权特征明显 

2.上古时期,负责保存天子祭祀颂词、祷文、誓书并兼掌占星气候.布历农时者称为“祝史”。周朝时期,祝史或随分封

远赴列国,或因王室衰微流散列国。这表明,周朝“祝史” 

A.巩固了分封制度 B.导致了王室衰微 

C.有助于文化传播 D.推动了经济发展 

3.《左传》记载,前 676 年,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以美酒款待二人,并皆赐给二人玉五毂，马三匹;前 488 年,根据吴

国的要求,鲁国以相当于侍奉周天子的规格百牢(即猪、羊各百头)之礼招待前来会晤鲁公的吴王夫差。据此可知 

A.礼崩乐坏影响政局稳定 B.社会治理秩序亟需重构 

C.礼制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D.政治经济实力影响礼制 

4.秦始皇在征服岭南的过程中,曾把“贾人”“尝有市籍者"“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等七类人,迁移至落后的

岭南地区。到汉初,岭南出现了番禺、合浦等商业性都会。由此可见,秦始皇的举措 

A.禁锢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B.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C.有利于经济重心的南移 D.突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 

5.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东汉的画像砖、画像石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住宅、楼阁、院落,粮仓,磨房、猪圈、

马车和农夫等,还可以看到在住宅附近的大片稻田、山林、池塘、盐井、渠道,还有收获、舂米,酿酒、纺织等景象。

这些画像砖、画像石 

A.是庄园生产生活的反映 B.标志着小农经济的形成 

C.体现出薄葬习俗的变革 D.反映了基层治理的成效 

6.对历代帝王陵墓的保护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传统。北魏孝文帝在恢复祭陵制度的同时，对汉、魏、晋诸陵的维

护沿袭了魏明帝的做法,并以古代帝王祭祀的礼仪“太牢之礼”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孝文帝这一做法旨在 

A.尊重历代的贤明君主 B.传承和弘扬鲜卑族文化传统 

C.彰显其人道主义情怀 D.表明北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 

7.唐代皇帝会对奏状中的潜在议题采取“搁置”的做法,不使之成为供大臣讨论的议题。皇帝的搁置权表现为对文书的

“不报”或“留中”,皇帝对表状留而不发、未加批复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将议题搁置,暂时不决策。这一做法 

A.有利于君主专制集权的强化 B.避免了朝廷决策中的失误 

C.造成了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立 D.破坏了政事堂的议政制度 

8.漆侠《宋代经济史》的数据说:“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 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项

即占 49% ,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 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 56%强,加上经

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 84.7%。”下列选项对材料现象解读准确的是 

A.政府赋税收入持续增加 B.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C.与民争利埋下危机祸根 D.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9.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将王阳明之学中“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大加发挥,将玄妙的“天理”世俗化,提出“圣人之道,

无异于百姓日用”。该学派从者云集,成为晚明显学。这一思想 



A.带有强烈保守主义倾向 B.蕴含传统民本治国思想 

C.体现出回归理学的趋势 D.根本否定传统纲常伦理 

10.成都武侯祠在清初得到了多次重建及维修(见下表),清初修复成都武侯祠旨在 

 

A.提升成都城市社会影响力 B.落实“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 

C.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D,突出官民忠君的道德认知 

11.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同文馆招考范围扩大为:不分满汉,年在十五至二十五岁、文理 

业已通顺者;满汉之举贡生监,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者。于是“投考者颇不乏人”,甚至高达 394 人,是十

年前同文馆首次招考的四倍,最后录取 108 名。这反映了 

A.社会风气和思想眼界的逐步开放 B.近代教育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C.洋务运动推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 D.新式学堂建立推动了满汉间的交融 

12.1946 年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多余 

土地,规定由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进行承购。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中央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一变化在当时 

A.结束了中国乡村的剥削关系 B.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C.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D.促进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13.右图宣传画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出版,作者以“每人储蓄一元,国家就可集中六亿”激发人们储蓄热情,到 1957 年我

国城乡储蓄存款有了较大发展,达 35.2 亿元。此宣传画旨在 

 

A.号召人民践行艰苦奋斗 B.增强银行自身储蓄业务 

C.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服务 D.协助国家原始资本积累 

14.从 1985 年起,国家对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企业的工资改革 

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把职工的工资同本人肩负的责任、

贡献和成绩密切结合起来。这反映了 

A.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B.按劳分配原则的形成 

C.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D.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 

15.《汉谟拉比法典》第 112 条规定:“倘自由民于旅途中将银、金、宝石或其所有的(其他动)产,交付另一自由民,托其

运送,而此自由民没有将受托之物交至所托之地,而占有之,则托物之主应检举其不交托之物之罪,此自由民应按全部

交彼之物之五倍以为偿。”此规定 

A.意在保护贵族阶级利益 B.有利于社会良序的建立 

C.保障了商品经济的发展·D.反映了法律刑罚的严酷 

16.《吉尔伽美什与阿伽》是古代两河流域史诗中最短的一部。该史诗中没有神灵,只有人类活动,记载的事件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 3 千纪前期。史诗还透露了当时国王决策需要咨询长老议会和人民大会,并且不能随意推翻后两者的意见



等信息。据此可知古代两河流域 

A.没有受到神学影响 B.深受印欧人迁徙影响 

C.专制王权尚未形成 D.最早确立了民主政治 

17.罗马军队由执政官统帅,法律规定执政官一-年一任,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军队远离罗马城作战,当选的长官需要费

时费力赶赴驻地与军队会合,造成指挥衔接问题,法律不得不延长执政官的任期,由此导致执政官的权力不断增长。这

反映出,罗马 

A.政治制度制约对外扩张 B.从习惯法到成文法演变 

C.从公民法到万民法演变 D.对外扩张冲击政治结构 

18.中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主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扩大货币收人,他们把劳役地租转换 

为货币地租,同时加强对自营地的经营管理,出售产品以获得货币收入。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欧洲 

A.农业经济转型趋势明显 B.庄园农产品获利丰厚 

C.封建庄园制已濒临崩溃 D.价格革命正迅速开展 

19.近代欧洲一位著名思想家说:“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规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

不把这些规律放在眼中,完全任意地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该言论反映了 

A.人文主义者对世俗生活的追求 B.宗教改革家对信仰独立的倡导 

C.启蒙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推崇 D.社会主义者对资本社会的批判 

20.有学者将美国政洽体制称为“否决政治”,总统和国会之间经常出现相互否决的现象,甚至 

由于国会与总统分庭抗礼而造成的“府会相争”,常使联邦政府面临“关门”危机。据此可知,美国的政治体制 

A.有效地维护了人民民主 B.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C.削弱了总统的行政权力 D.导致了部门间权力争夺 

21.1897 年,印度国大党的提拉克在其创办的《狮报》上撰文说:“我们的喊声同蚊子的嗡嗡声 

一样不能影响政府。我们的统治者不相信我们的话,或者故意这样。现在,让我们用强大的宪政手段,把我们的不满硬

往他们的耳朵里灌。”这反映出 

A.提拉克质疑舆论宣传的作用 B.印度社会上层不愿倾听人民呼声 

C.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兴起.D.英国文化影响印度民族斗争方式 

22.《共产党宣言》用德文在英国出版后,至少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翻印过 12 次。1848 年法译本在巴黎印行,1850 年,

英译本在伦敦发表,波兰文译本也在伦敦出现,19 世纪 60 年代俄译本出版。《共产党宣言》在 19 世纪中期被不断翻译

出版表明了 

A.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 B.马克思主义被世界普遍接受 

C.国际工人运动日益走向联合 D.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完善 

23.1942 年,迪士尼公司影片《新精神》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收音机中正在讲解缴纳个人所得 

税的重要性,并指导填报一种适用于年家庭收人在 3000 美元以下的纳税单。唐老鸭仔细聆听广播并填写了回执,最后

横跨美国,将一张 13 美元的支票交到华盛顿。后民意测验显示,37%的纳税人在观看影片后第一次支付了联邦所得税。

由此推知,这体现出 

A.美国民众受到盘剥 B.国家干预和战争形势的需要 

C.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D.影片关注了民众的精神危机 

24.G20 峰会采用“三驾马车”机制,即轮值主席国与上届、下届主席国对当年峰会议题设计及 

各项细节享有主导权。G20 领导人峰会 2022 年在印尼举办,2023 年、2024 年将在印度和巴西举办。这表明 

A.区域集团引领着全球治理新动向 B.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逐步确立 

C.亚太地区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 D.新兴经济体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道小题,25 小题 25 分,26 小题 12 分,27 小题 15 分,共 52 分。)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15、16 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

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

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

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

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

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

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

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

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

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

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 1880 年起的十

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

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

要多办学堂来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安全体

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重视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因及影响。(12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政府海权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8 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今天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5 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围绕“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就材料整体或部分内容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

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12 分)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 分) 

 

学术界对于《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存在争议,出现了“证伪”和“证实"两派。 

 

——摘编自近代学者余嘉锡﹑夏承焘、邓广铭等人著作 

(1)长期以来,《满江红》被视为岳飞的代表作。简要分析它对研究岳飞有何史料价值?(5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证伪”、“证实”两派是从哪些视角对《满江红》词作者 

展开考辩的?对我们探究历史问题有何启示?(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