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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阶段性测试

高三历史试卷 ２０２０ ４

考
生
须
知

１. 本试卷共 ８ 页ꎬ 共两部分ꎬ 满分 １００ 分ꎬ 考试时间 ９０ 分钟ꎮ
２. 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 班级、 姓名、 考号ꎮ
３. 试题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卡上ꎬ 在试卷上作答无效ꎮ
４. 在答题卡上ꎬ 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ꎮ
５. 考试结束ꎬ 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ꎮ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４５ 分)
１ «尚书» 等古代典籍中说天子享受 “驾六” 待遇ꎬ 而 «周礼» 等则认为天子坐车是 “驾

四”ꎮ 对此ꎬ 史学界一直有争论ꎮ ２００２ 年洛阳东周王城广场地下 “六马驾一车” 考古遗

存被发现ꎬ 天子 “驾六” 还是 “驾四” 的争议不证自明ꎮ 可见

Ａ 没有遗址辅证的古书必然有争议　 　 　

Ｂ 古代书籍与历史遗址有互证作用

Ｃ 考古遗址是历史认识的唯一来源　 　 　

Ｄ «周礼» 等书历史研究价值不大

２ 历史记载ꎬ 中国在公元后的两个世纪里多次出现遍传南北的大瘟疫ꎬ 死人无数ꎮ 在此背

景下ꎬ 出现了 “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ꎮ 这部作品应该是

Ａ «黄帝内经» Ｂ «伤寒杂病论»

Ｃ «本草纲目» Ｄ «天下郡国利病书»

３ 两晋南朝时期ꎬ 江南地区水稻由原来的直播变成育秧移栽ꎬ 普遍实行麦稻兼作ꎬ 还发展

种桑养蚕、 培植果树、 种植药材等ꎮ 这表明

Ａ 南方赋轻役稀ꎬ 社会相对安定　 　

Ｂ 南方商业活跃ꎬ 城市经济繁荣

Ｃ 江南开发加速ꎬ 农业多种经营　 　

Ｄ 经济重心南移ꎬ 租佃关系发展

４ 忽必烈意取传统经典 «易经» 中 “至哉坤元” 将国号由 “大蒙古国” 改为 “大元”ꎬ 向

来以正统皇帝自居的朱元璋称各民族 “华夷一家”ꎬ 雍正帝宣称清朝建立是 “尧舜以来中

外一家之统也”ꎮ 这说明

Ａ 中华文化凝聚力很强　 　 　 　 　 　 　 　 　Ｂ 传统华夷观已经被摒弃

Ｃ 民族平等思想的发展　 　 　 　 　 　 　 　 　 Ｄ 少数民族融入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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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下图是学者辛向阳综合考虑 “社会稳定” “经济业绩” “科技进步” “思想发展” 和 “疆

域变化” 等因素绘成的 «中国历代兴衰图» (局部) 以下对①、 ②、 ③、 ④各朝代特点

描述正确的是

Ａ ①—社会稳定、 思想发展、 疆域广阔 Ｂ ②—科技落后、 经济发展、 疆域广阔

Ｃ ③—社会动荡、 思想停滞、 科技落后 　 Ｄ ④—社会稳定、 经济停滞、 思想活跃

６ «中国近代社会史» 中说: “中国是先有近代历史 ꎬ 然后才逐步形成了近代社会阶级结

构体系ꎮ 它一方面表现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分解和近代新的阶级结构体系的成长ꎬ

又表现为新旧两种社会阶级结构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融合ꎮ” 据此可知ꎬ 中国近代社会

阶级结构体系

Ａ 是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形式的完整演化

Ｂ 未经历剧烈的阶级分化而逐步形成

Ｃ 体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Ｄ 表明中国近代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

７ «新青年» 创刊之初ꎬ 宣传科学与民主ꎬ 介绍西方思想ꎬ 却没有受到关注ꎬ 不得不休刊ꎮ

复刊后ꎬ 对孔教展开猛攻ꎬ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ꎮ «新青年» 影响力增强主要得益于

Ａ. 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Ｂ. 顺应社会时局变化

Ｃ. 儒家思想地位动摇　 　 　 　 　 　 　 　 　 　Ｄ. 巴黎和会引发关注

８ １９３８ 年ꎬ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解放» 周刊连续发表文章ꎬ 总结七年来党在东北抗日游击

战争中的经验教训ꎬ 其根本经验的第一条便是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 ‘分裂则

败ꎬ 联合则胜’ꎬ 成为铁一般的定律”ꎮ 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的第

一次尝试ꎮ 材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①总结全面抗战的经验教训 ②在东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斗争

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准备 ④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Ａ. ①②　 　 　 　 　 Ｂ. ①③　 　 　 　 　 Ｃ. ②④　 　 　 Ｄ.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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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下图为创作于 １９５３ 年的新年画 «又增加了两分» (局部)ꎬ 描绘了一位年青的姑娘在麦收

劳动中表现优秀ꎬ 获得了集体评工会增加的两个工分ꎮ 这反映了当时

Ａ 女性成为农村建设的主力　 　 　 　 　 Ｂ 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开展

Ｃ 男女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　 　 　 　 　 Ｄ 互助劳动在当时提升了农民积极性

１０ １９５６ 年ꎬ 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指出: “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是我国建设

的重点ꎬ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ꎬ 但是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

产ꎮ” 提出这一思想是为了

Ａ. 强调农、 轻、 重发展并重 Ｂ. 吸取斯大林模式的经验教训

Ｃ. 成为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 Ｄ. 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１１ 历史上许多学者对于 “人是什么” “人的本质是什么” 等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回答ꎮ

下列主张按出现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① “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② “人是万物的尺度”

③ “人本来平等ꎬ 自从社会有了私有制ꎬ 才使人不平等”

④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Ａ. ②①④③　 　 Ｂ. ①②③④　 　 Ｃ. ②①③④　 　 　 Ｄ. ③④②①

１２ 下图是近代世界贸易图ꎬ 图中箭头代表贸易路线ꎬ 它作为史料可以研究的主题是

Ａ 新航路开辟后引发的欧洲商业革命　 　 　 　 Ｂ 英国 “日不落帝国” 的形成

Ｃ １５ 至 １９ 世纪ꎬ 贩卖黑奴的 “三角贸易”　 　 Ｄ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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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８００ 年ꎬ 美国总统、 联邦党人亚当斯要求政见不同的内阁成员皮克林辞职ꎬ 遭到皮克林

拒绝ꎬ 于是亚当斯将其免职ꎮ 皮克林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总统免职的内阁成员ꎮ

亚当斯此举

Ａ 加强了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　 　

Ｂ 体现了总统与内阁之间权限不明

Ｃ 反映了联邦党与其他党派的斗争　

Ｄ 行使了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

１４ 下图表所示事件对二战后世界形势产生的影响是

Ａ 导致西欧国家的普遍衰落　

Ｂ 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Ｃ 促进 “万隆精神” 的形成　

Ｄ 冲击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

１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ꎬ «赫鲁晓夫回忆录» 多次出版ꎬ 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ꎮ 因其内容的

复杂性ꎬ 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同ꎮ 由此可知ꎬ 此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

Ａ 能够准确记述作者的事迹　 　

Ｂ 比相关研究主做的可信度更高

Ｃ 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Ｄ 版本越新越接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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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部分 (共 ５５ 分)

１６ 明清时期的社会 (１２ 分)

材料

　 　 材料: 番薯 (即红薯) 于明代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 由广东、 福建人分别从

安南 (今越南)、 吕宋 (今菲律宾) 传入中国大陆ꎮ 清初番薯入赣ꎮ 番薯传入湖南始于

平江: “平江山中广 (东) 福 (建) 客民多种之”ꎮ 不久推广到邻近县份ꎬ 嘉庆年间ꎬ

民 “赖以佐食”ꎮ 后来ꎬ 闽粤移民在四川建成了规模可观的番薯产区ꎮ

———摘编自葛剑雄、 曹树基、 吴松弟 «简明中国移民史»

人口与粮食问题是明清时期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ꎮ 试评析材料中所示现象ꎬ 并得

出结论ꎮ (要求: 现象需描述材料所示主要历史信息ꎻ 论证充分ꎻ 结论符合史实ꎻ 逻辑

清晰ꎮ)

１７ 古代中西方面对灾难的措施 (１２ 分)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ꎬ 在 １５８０ 年、 １６３９ 年出现两次延续

多年的瘟疫ꎮ 疫情出现后ꎬ 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ꎬ 并散发相

关的药剂ꎬ 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ꎬ 同时设坛做法事ꎬ 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ꎮ 有官员

曾上疏说: “今之人皆知救荒ꎬ 而不知救疫ꎮ” 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 “天人

合一” “天人感应” 等思想影响ꎬ 认为瘟疫是天神 “震怒” 的表现ꎬ 这种观念使人丧失

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ꎬ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ꎮ 瘟疫导致大量人口

死亡ꎬ 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 年)ꎬ 北京鼠疫流行ꎬ 不到 ７ 个月时间ꎬ 就造成了 ２０ 万人死

亡ꎬ 蔓延势烈ꎬ 形势惨重ꎮ

———据程杨 «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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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伦敦于 １４９９—１６６５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ꎮ 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

形成ꎬ 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ꎬ 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

疫事务ꎮ 为防控疫情ꎬ １５１８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ꎬ 后来隔离措施

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ꎮ 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ꎬ 以防止疫情扩散ꎮ 政府积极加强

疫区公共卫生建设ꎬ 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ꎮ 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ꎬ 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

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ꎮ 在这些法令基础上ꎬ 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

体系ꎬ 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ꎮ １５７２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ꎬ 决定向全国征收

“普通税” 以建立济贫基金ꎬ 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 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

流民ꎮ 由于有政府救济ꎬ 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ꎬ 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ꎮ １７ 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ꎮ

———据陈凯鹏 «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等

(１) 根据材料一、 二并结合所学知识ꎬ 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ꎮ (８ 分)

(２) 爆发于 ２０１９ 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ꎬ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ꎮ 到目前为止在党和政

府的强有力领导下ꎬ 在全国人民的积极配合下ꎬ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ꎮ 对于新冠

肺炎疫情ꎬ 在看到它的危害的同时ꎬ 也要看到其中所蕴含的 “机”ꎮ

对新型冠状肺炎的 “危” 与 “机”ꎬ 你是如何理解的ꎮ (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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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演变 (１１ 分)

材料　 近代以来ꎬ 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并发展ꎬ 其实践活动使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如下表所示

时段 民族国家观念的演进及其实践

１９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

传统 “天下观” 开始动摇: 林则徐具有了朴素的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主

权观念ꎬ 打破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神话ꎻ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ꎬ
强调这是中国发展的 “根本之图”

１９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

洋务派代表人物提出 “中体西用”ꎬ 并主办洋务运动ꎬ 以 “自强” “求

富” 为口号为中国走上近代化发展之路做了铺垫

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在爱国基础上 “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ꎬ 主张建

立民主政治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康有为提出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近代化民族国家

梁启超提出 “中华民族” 概念ꎬ 并形成了 “国家” 取代 “天下” “民族

国家” 替代 “封建王朝” 的近代民族国家观以救亡图存、 发展资本主义

为目标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里程碑

２０ 世纪初

孙中山不但提出了三民主义ꎬ 还将三民主义发展为一个把民族解放、 国

民革命和社会改造合为一体的理论体系ꎬ 并在此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建设

民族国家、 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思想ꎮ 因辛亥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中华

民国是拥有独立主权民族国家的雏形ꎬ 开启了近代以来建设中国民族国

家的进程

２０ 世纪

上半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ꎬ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结

合ꎬ 经过国民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ꎬ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ꎬ 建立了 “新中国”ꎬ 使民族国家最终实现了独立自主

———据陈艳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研究» 等

　 　 围绕材料ꎬ 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具体史实ꎬ 从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与近代社

会” 关系角度自拟论题ꎬ 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ꎮ (要求: 明确写出论题ꎬ 阐述须史论

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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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近代英国制度的创新 (１０ 分)

材料　 英国的霸权与近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ꎬ 没有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也就没有它

的世界霸权ꎮ 在近代世界ꎬ 英国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引领时代潮流ꎬ 并迅速崛起成为

欧洲强国、 乃至世界强国的ꎮ 一个时代潮流ꎬ 往往表现为一种新制度的出现ꎬ 谁能够做

到制度创新ꎬ 谁就走到潮流的最前面ꎮ 制度创新包含两层涵义: 一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新

制度ꎬ 为未来指引方向ꎻ 二是使原有制度不断更新ꎬ 不断保持活力ꎬ 能够与时俱进ꎬ 这

二者在英国都得到了体现ꎮ

———钱乘旦 «从历史学视角透视世界现代化进程»

　 　 依据材料和所学ꎬ 举例说明 １７－１９ 世纪英国制度创新的表现ꎮ 并谈谈你对英国 “没

有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也就没有它的世界霸权” 这句话的理解ꎮ (１０ 分)

２０ 美国城市进程的发展 (１０ 分)

材料　 １９ 世纪后半期ꎬ 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ꎬ 城市环

境承載能力迅速下降ꎬ 各种生活、 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ꎮ 城镇居民

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ꎬ 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做居

民的个人事务ꎮ 由于当时环境治理尚未起步ꎬ 工业废物排放给城市卫生带来的危害是不

言而喻的ꎮ 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ꎬ 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ꎮ １９ 世纪

后半期ꎬ 公共卫生改革开始在美国各地城市中涌现ꎮ １８７０ 年ꎬ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创立卫

生局ꎬ 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ꎮ 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ꎬ 专

门负賁責街道保洁工作ꎮ 城市政府还首次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工作ꎬ 私人企

业、 民间团体积极参加ꎮ １９ 世纪后半期疫病防治也取得了新进展ꎬ 传统检疫中采取的

“隔离” 手段得到继承和强化ꎬ 联邦政府直接干预 “检疾” 工作ꎬ 国会陆续颁布 «国家

防疫法»、 «检疾法案» 等法律法规ꎮ

———摘编自李晶 «城市化下的 “卫生” 困境与突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ꎬ 分析 １９ 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兴起的背景ꎬ

简要概括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主要内容ꎮ (１０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