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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昌平区高三二模

历 史 2018.5

12.图是出土于安徽省寿县（属楚国）的“鄂君启节”，“节”是战国时期的通行证。其铭文中有：“见其金节毋（不）

征，不见其金节则征。”意思是：凭着这枚金节，可以免除一路通过水陆关口的征税。铭文中还规定了鄂君启商

队的行进路线，防止商队到处乱跑或迷路。这一文物，有助于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

图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局部文字

①商业管理制度 ②水陆交通状况 ③地方教育制度 ④文字书写特点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3.唐太宗在《帝范·务农》中说：“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返）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

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唐太宗的真实意图是强调

A.统治者应轻徭薄赋 B.法律治理“务在宽简”

C.重农政策的重要性 D.君主要有“仁义之心”

14.宋代理学家吕祖谦说：“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低）升高，自近及远…… ”下列

言论与这一说法意思相近的是

A.“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

B.“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

C.“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D.“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15.下表是近代某一年前后我国进口货物税率的比较表，这一年应是

项目 旧税率（银两） 新税率（银两）

棉花（每担） 1.740 0.4

棉纱（每担） 2.406 1.0

白布（每匹） 0.702 0.15

A.1843年 B.1860年 C.1895年 D.1901年

16.1879 年，美国官员杨格访华时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

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这一时期中国“除弊兴利，

勉力自强”的实际举措是

A.自强求富进行改良 B.放宽民间设厂限制

C.设立了农工商总局 D.废科举设新式学堂

17.毛泽东指出：孙中山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民

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使中国大

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革命的三民主义

A.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理论指导 B.奠定了《临时约法》的思想基础

C.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D.推动国民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8.如图 所示，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的国宝文物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迁移：第一次是从北平迁移到上海；第二次是

从上海由三路转运到西南、西北地区。导致国宝文物大规模迁移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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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宝文物迁移图

A.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 B.抗日战争的影响

C.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需要 D.三大战役的进行

19.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一书中指出：1953 年，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到 1956 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时期开始了。下列成就属于 1953-1956 年的是

A.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B.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C.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D.中国成为华约组织成员国

20.路德提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和最高权威，个人在阅读、解释、理解《圣经》基础上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就

可以成为“义人”。此材料说明路德

①肯定个人在宗教信仰中的地位 ②主张《圣经》应受理性检验

③否定了罗马教廷与教皇的权威 ④认为各国应该建立民族教会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1.1787 年，法国巴黎高等法院发表宣言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

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提出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这一宣言旨在

A.解决法国王室的财政危机 B.召开三级会议以制定宪法

C.申明高等法院拥有立法权 D.试图限制国王的专制权力

23.下列选项中史实与结论的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史实 结论

A 1689 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限制国王的权力 国王最终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

B 19 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的中西部兴起了大批新工业城市 美国完成了城市化进程

C 20 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推动物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D 1912-1925 年，我国成立的 44 个学术团体中，研究自然科学及应用

科学的占一半

我国的科技发展已居世界前列

22.图 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苏联宣传画，图中“苏联”对“美国”说：

“最好别惹我！”它反映了

A.西欧和日本冲击美国霸权地位

B.苏联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

C.赫鲁晓夫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D.美苏争霸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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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4 分）国家制度－社会变革－人才培养

材料一 在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基于这种差异性的物产种类的多样性,使

从事不同生产经营的各原始部落之间,很早就发展起频繁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化,并最

终迅速地“炸毁”了血缘纽带。奴隶制国家产生，采取以契约性的互补关系为纽带的古典民主政治制度,作为综合多

种利益与整合政治秩序的制度手段。

东方国家的社会并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那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内部广泛存在的血缘纽带也并没有被商

品经济所“炸毁”。但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功能,包括社会成员的赈灾、水利、管理、安全、自卫的需要是如此迫切,

这就使旨在实现这些公共功能的公共组织,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炸毁血缘纽带之前就提前出现了。

——王旭东《先秦史研究》

（1）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作者认为古希腊与古代东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及其形成原因。（8分）

材料二 17-18 世纪，英国以金银货币为财富，国家敛积财富并干预经济活动。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

国内市场，规范交易行为。英国经济立法多达 250 个,几乎所有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以控制各行

业的“自我管制”。政府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和增加出口竞争力。

18 世纪末期，英国政府认为不应做也不应试图做任何事，应遵循自然秩序、市场自动调节, 反对国家干预。18

世纪末期，英国妨碍经济发展的旧政策法规逐渐消除。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英国社会经济进入不稳定时

期,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突出，急需解决。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政府依托市场经济基础进行国家调控,以政策手段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英国政府对金

融、财政、产业和税收、价格和工资等方面进行指导。以福利手段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扩大政府开支。1932

年,英国政府宣布放弃自由贸易，实行进口税，建立帝国特惠制，保护市场。

——苏振芳《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概况》

（2）依据材料，概括 17 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6 分）结合材料和所学，说明其变化的历史背

景。（6分）

材料三 近代以前，我国传统的人才观认为：人才是具有“明人伦”的品格和“修齐治平”之能的德才兼备

之才。人才与统治能力、人才与治才几乎成为同义语，其最高境界是达到内圣外王、全能全知的通才、贤才。

19 世纪后期，王韬认为：必须要培养多类型、多层次的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 的专门人才。这些专

门人才是具有各种专门知识技能的企业家、军人、科学家等各行各业人员。清政府宣称：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

可直接被聘请为书院的专科教师。

20 世纪初，孙中山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拔去奴隶之根性”的新式国民。20 世纪 20 年代，蔡元培提出：

新公民是拥有健全之人格的公民，乃是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意识的共和国国民，又有健壮的体魄、近代科学

知识、良好的修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完全之人物”。北洋政府的《壬戌学制》中强调重视学生的

职业训练；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李宜江《我国近代人才观的变迁》

（3）结合材料和所学，对我国“人才观”的演变历程进行解读。（14 分）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

40.（8 分）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人口增多，消费、生产均随之增加，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对地区性的特产需求的增加，

导致这些特产产量上升，这些产品的地区性分工加强，又会导致区域间贸易的兴盛。

晋帮之兴,当远溯明代,明廷为了供应九边军粮,,以盐引(贩盐许可证)为报酬,招募商户运粮到边塞,供应军队。

晋商在长城下租田耕种粮食,就地缴纳军粮,省了运费，赚了盐引的厚利。晋商以此为资本,发展起来。

——许倬云《万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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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晋商主要经商路线

（1）结合以上图文材料和所学，分析晋商兴起的原因及其经商的特点。（8分）

41.（分）

材料一 有学者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在于它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

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予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还应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提出新理论,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赵湘江《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看待和研究》

(2)在①和②两个问题中任选其一．．．．作答。（10 分）

①提炼一个观点，结合 20 世纪初，列宁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加以论证。

②提炼一个观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新时期进行理论探索的史实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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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答案

12.Ｂ 13.Ｃ 14.Ｄ 15.Ａ 16.Ａ 17.Ｃ 18.Ｂ 19.Ｃ 20.Ａ 21.Ｄ 22.Ｄ 23.Ｃ

37.（34 分）

(1)不同：古希腊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1分）古代东方国家形成了专制主义制度。（1 分）

原因：古希腊的商品经济发达，打破了血缘纽带，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建立起国家制度。（3分）

东方国家的商品经济不发达，血缘纽带未被完全打破，公共事物的需要导致权力集中形成专制主义国家。（3

分）

（2）变化：

17－18 世纪，英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以立法的方式干预经济。（2 分）

18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英国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政策）。

（2 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英国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2 分）

背景：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注重积累财富，重视国内外贸易，所以英国对经济采取干预经

济的重商主义政策。（2 分）

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伴随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增长，迫切需要企业的

自由竞争、商业的自由贸易，所以英国采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 分）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危机，

英国采用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2 分）

（3）水平四：14—11 分

史料、史实充分，史料与论述内在联系紧密。

示例：

我国的人才观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从重品德到实用、再到实用与品德素养相结合的演变过程。（2分）

（1）分析材料：近代以前，我国传统的人才观，强调人的品德和政治才能。（2）结合所学：我国古代培养和

选择人才的目的是为了选拔治理国家的官吏，为封建统治服务。（3）认识：有利于官员素质的提高；但是培养的人

才类型单一，不利于培养实用人才。（４分）

（1）分析材料：19 世纪后期，王韬认为应重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类型、多层次的专门人才。（2）结

合所学：洋务运动兴起，需要各种实用专门人才。（3）认识：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培养了近代化人才，推动

了我国社会的近代化。（3 分）

（1）分析材料：20 世纪初,孙中山提出要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蔡元培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以

教育改革的方式渗透爱国主义、全面发展的理念）。（2）结合所学：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辛亥革命的爆发，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3）认识：有利于解放思想，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爱国精神的新式人才。（5 分）

水平三：10—7 分

史实、史料充分，基本梳理出人才观演变的历史脉络。但在材料的使用、分析及结合教材方面不够完整或不够深

入或准确。论述较合理，逻辑清楚。

水平二：6—3 分

只能使用部分史实和史料，对人才观演变的历史脉络梳理不完整或不清晰，或有史实错误。且在材料的使用、分

析及结合教材方面有明显缺陷。（如果只分析材料，没有结合所学和评论，最高只有 6分）

水平一：2—0分

没有运用史料，或者史料存在明显史实错误，论述结构很不完整，逻辑混乱。（无效表达，0分）

40．

（1）原因：明朝人口增多，国内市场扩大；区域间贸易兴盛；晋商通过贩盐获得高额利润。(6 分)

特点：晋商以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为主体，形成了以山西为中心涉及全国的商业网络。(2 分)

41.（2）

①观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完善。（1分）

论证：20 世纪初，在一战过程中，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

最薄弱的俄国，成功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丰富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理

论。（４分）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实施新经济政策，初步探索了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４分）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苏俄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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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观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完善。（1分）

论证：邓小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于 1982 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7

年的十三大，邓小平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4 分）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阐明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提出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与发展了邓小平理论。（4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 分）（写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理论也可得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