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试卷参考答案
1. A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

时空观念、唯物史观的素养。古城、酒器、黑陶、红陶、符号等被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

的早期中华文明已获得初步发展，故选 A 项；材料中缺乏陶器与其他用具的比较，无法判定陶器在生产

生活中的“主要”地位，故排除 B 项；材料中考古发现可以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新密地区中华文明的发

展状况，但无法说明其“源头”的地位，故排除 C 项；社会生活方式演进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并非

“阶级分化”，故排除 D项。

2. C 【解析】本题考查汉代儒学影响，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史料实证、

家国情怀的素养。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和刘向《孝子图》对董永孝亲的描绘和记述，均可反映出汉代社会

对“孝”的推崇，这体现了儒家道德伦理对汉代社会的深刻影响，故选 C 项；两种史料对董永孝亲的描

绘和记述存在明显差异，并非“相佐证”，但不可据此判定董永孝亲的事迹不存在，故排除 A、D两项；

文艺创作可以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但不是所有文艺创作都以社会教化为目的，B 项表述过于绝对，故

排除 B项。

3. D 【解析】本题考查唐朝的统治政策，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时空观

念、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实行开

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任用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军政要职，故选 D 项；材料中的这些少数民族人士并不都是

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故排除 A 项；材料中的现象与官僚制度的成熟没有必然关联，故排除 B项；唐朝

前期并未出现藩镇割据局面，故排除 C项。

4. B 【解析】本题考查南宋城市经济，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时空观念、

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南宋时，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城市领域显著扩大，

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释放了社会经济活力，故选 B 项；材料没有南北经济对比，无法体

现经济重心的变化，故排除 A 项；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松弛，故排除 C项；步

入近代，我国自然经济开始逐步瓦解，故排除 D项。

5. C 【解析】本题考查清朝前期赋税制度和基层社会治理，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

题的能力和历史解释的素养。山东巡抚阿尔泰上奏，主张进一步完善保甲制度，以此加强对基层百姓的

管控，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故选 C 项；清朝前期，官府对民间人口流动有所限制，但并非“禁止”，故

排除 A 项；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户籍制度对赋税征收作用大为削弱，故排除 B项；中国古代基

层治理具有一定的自治性，材料体现不出中央集权体制的完善，故排除 D项。

6. B 【解析】本题考查晚清外交，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的素养。根据材料信息可知，面对日本对中国台湾的武力侵略和外交讹诈，清廷据理力争，反对

日本入侵，维护自身正当权利，故选 B 项；材料未涉及欧洲列强的侵华举动，无法体现出日本与欧洲列

强的勾结，故排除 A 项；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对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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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殖民统治，故排除 C 项；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观念不断受到削弱，且材料也无法体现出这一

观念，故排除 D项。

7. A 【解析】本题考查江西商会与二次革命，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和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信息可知，江西商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它对二次革命态度消极，

甚至逼迫李烈钧下台，这是其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体现，这种特性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故选 A

项；商会并不属于社会底层，故排除 B 项；材料中的阻碍因素来自商会，不是革命党内部，故排除

C项；材料中的运动属于二次革命，并不是护国运动，故排除 D项。

8. A 【解析】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时

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地主富农从事私人工商业，带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按照新民主主义革

命原则应该受到鼓励，以更好地和“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故选 A项；1949 年春，

七届二中全会对党的工作重心进行了调整，故排除 B 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表

格内容并未直接涉及，故排除 C 项；解放战争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美蒋反动派与中国人民的矛

盾，即阶级矛盾和中外民族矛盾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故排除 D项。

9. D 【解析】本题考查新中国巩固人民政权的举措，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

的能力和历史解释的素养。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开展政治思想学习，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夯

实思想基础，有利于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故选 D 项；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故排除 A 项；1945 年，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故排除 B项；1953 年，新中国开始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与材料时间不符，故排除 C项。

10. C 【解析】本题考查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

能力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分析表格数据可知，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国乡

村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故选 C 项；材料缺乏城乡经济发展的对比，无

法判定城乡是否“均衡发展”，故排除 A项；乡镇企业分布于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直接

关系，故排除 B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于 21 世纪初，故排除 D项。

11. B 【解析】本题考查波斯帝国，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的素养。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波斯帝国国王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促进了境内

各区域间的商品贸易和文明交流，故选 B项；波斯帝国只是统一铸造及发行金币，并未完全控制东

西方贸易，故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波斯帝国的税收系统，故排除 C 项；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前

2世纪的西汉时期，与材料时间不符，故排除 D项。

12. D 【解析】本题考查中古时期的欧洲教权，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13 世纪前期，教皇削弱巴黎地方教会的权力，在教育、司法等方

面赋予巴黎大学以“特权”，以此增强教廷对巴黎大学及文化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故选 D项；人文

主义思潮兴起于 14 世纪的意大利，故排除 A 项；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市民阶层的根本利益，并

非教皇颁布政策的主旨，故排除 B项；宗教改革兴起于 16 世纪初的德意志地区，故排除 C项。

13. C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材料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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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工人阶级生活陷入困境，从而产生激进

行为，而此时正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大肆谋取暴利，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故选 C

项；买不起食物不是因为农业陷入危机，而是由于工人待遇差，故排除 A 项；英国工人并不是

反对君主立宪制，故排除 B 项；当时社会结构主要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并未发生急剧变

化，故排除 D 项。

14. D 【解析】本题考查近代人口的跨地域转移，考查学生获取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

力和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为了吸收世界各地技术人才促进自身经济

社会发展，澳大利亚政府修改并最终废止了《移民限制法》，故选 D 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

整并非只针对宗主国(英国)，故排除 A 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此时澳大利亚通过了《移民限制法》，移民政策调整在其形成之后，故排除 B 项；材料聚焦于澳

大利亚移民条件的变化，并非国民的思想观念，故排除 C 项。

15. C 【解析】本题考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

力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表格信息可知，当时亚非拉地区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指导

思想各有千秋，但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说明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十分

活跃，故选 C 项；虽然表格中较多地呈现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无法据此得出亚洲引领

民族解放运动的结论，故排除 A 项；虽然社会主义代表时代发展方向，但“各国追求”不符合史

实，故排除 B 项；20 世纪 90 年代初，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故排除 D 项。

16. A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的冷战政策，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

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里根试图挑起新一轮高科技军备竞

赛，从经济上拖垮苏联，反映出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有所强化，故选 A 项；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

美国对苏政策由守转攻，故排除 B 项；“彻底消除战略核导弹的威胁”只是美国的主观愿望，并

非现实，故排除 C 项；材料只涉及“战略弹道武器和航天武器”，无法表明美国国防科技“全面

落后”，故排除 D 项。

17.(1)原因：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江西便利的交通条件；江西人口出现过剩；江西赋税沉重。(4

分，每点 2 分，任答两点)

特点：以宗亲、乡里关系为纽带；经营范围广；热衷于公益事业。(4 分，每点 2 分，任答两点)

(2)补充因素一：

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2 分)

说明：明清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在江西普遍出现，在商业经营上，盛行家族模式，这有利

于江右商帮的形成。(2 分)

补充因素二：

历史传统的影响。(2分)

说明：自唐宋以来，江西就形成了经商的传统，明清时期，这种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促成了江

右商帮的形成。(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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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因素三：

社会观念的变化。(2 分)

说明：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工商皆本的观念出现，推动了江右商帮的形成。(2 分)

[共 4 分，角度 2 分，说明 2 分，任意一例即可。如答出示例之外的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但答案不能与第(1)小题中的原因重复]

【解析】本题考查明清江右商帮，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时空观

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的素养。第(1)问，关于“原因”，根据材料“江西茶园广布，还盛产

药材和竹木，制瓷业和造纸业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西是‘五岭之会要’‘闽粤之咽

喉’”“江西人口持续增长，加之赋税沉重”，可以得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便利的交通条件、人

口过剩、赋税沉重等。关于“特点”，根据材料“众多的商人依靠亲族、乡里等关系联合起来，

形成大小不一的商帮组织”“热心公益”“积善好施”及经营区域与行业，可以得出以宗亲和乡

里关系为纽带、经营范围广、热衷于公益事业等。第(2)问，结合所学知识，可以从宗法血缘关

系、历史传统、社会观念等方面进行补充，言之有理即可。

18.(1)相同点：大战后形成：欧洲强国主导；维持欧洲均势；运用国际法加以保障；以欧洲为中心，

兼及世界其他地区；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6 分，每点 2 分，任答三点)

不同点：前者旨在遏制法国，后者旨在惩罚德国；俄国是维也纳体系的主导国之一，苏俄遭到凡

尔赛体系的排斥。(4 分，每点 2 分，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2)积极影响：扩大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有利于缓和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纷争；为后世国际

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4分，每点 2 分，任答两点)

局限性：大国为谋取一己私利，推行强权政治，无法从根本上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体系，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

力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第(1)问，关于“相同点”，根据材料“英、奥、法、俄、普、

西、葡及瑞典签署《最后议定书》”“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英国获得赫尔果兰

岛、锡兰岛、好望角、圭亚那、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岛、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岛、马耳他岛，

并取得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主要由英国、法国、比利时获得；太平

洋上的岛屿由日本等国获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和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并结合所学知识，

可以得出欧洲强国主导、维持欧洲均势、运用国际法加以保障、以欧洲为中心并兼及世界其他地

区。关于“不同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从主要目的、俄国的身份等方面进行比较。

第(2)问，应从积极影响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评价，结合所学知识，“积极影响”主要有扩大了国

际法的应用范围、有利于缓和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纷争、为后世国际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等；

“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大国为谋取一己私利，推行强权政治，无法从根本上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

19.(1)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建交；中国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的伟大决策；美国急于摆脱经济“滞胀”，开拓海外市场；中美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推动。(6 分，

每点 2 分，任答三点)

(2)意义：促进了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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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6 分，每点 2分，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解析】本题考查中美经济关系，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

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的素养。第(1)问，根据材料“中国农业代表团、工业代表团等相继访

美”“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签字”“1979 年 8 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并结合

所学知识，可以从中国关系正常化及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经济“滞胀”、中美领导

人的推动等方面简析。第(2)问，根据材料“2001 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 805 亿美元，

是 1979 年两国建交时的 32.8 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

的出口市场”“美国在中国大陆投资所带来的赢利收益高达 72 亿美元”并结合所学知识，

可以从中美经济发展、巩固中美关系的基础、世界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等方面进行说

明。

20.示例

论题：民国时期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 分)

阐述：晚清以来，我国教育近代化变革不断深入，教育内容、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1941—1942 年，正值中国全民族抗战时期，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是中国教育的

根本宗旨，这也体现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作文命题中。天津工商学院、辅仁大学、国立中

山大学等高校的作文命题旨在启发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和责任担当。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国立湖南大学等高校的作文命题植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导学生关注民生，旨在巩固

全民族抗战的社会基础。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商学院等高校作文命题直接关注抗日战争和

军事斗争，旨在增强学生军事文化素养，为民族解放战争培养优秀军事人才。(8 分)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2 分)

(“示例”仅供参考，不作为评卷唯一标准答案)

【解析】本题考查民国时期的教育，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分析历史问题、历史

探究的能力和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的素养。本题为开放性试题。首先，仔细阅

读材料，提取材料中民国时期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作文题目的相关信息，可以拟定论题

“民国时期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后，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从

民国时期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时代背景、作文题目对时代特征的反映、民国时期的高校

自主招生考试的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对阐述部分进行简要总结，点明论题，言之

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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