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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月考 B 卷

历史试卷
2020.4

（考试时间 90 分钟 满分 100 分)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下图为 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的青铜盘，内盘底铸有铭文 18 行，284字，是周代微氏家族一名叫墙的史官

作盘并记述，称为“史墙盘”；前段铭文颂扬文、武、成、康、昭、穆六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和作本

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关于史墙盘，以下正确的看法是

①增添了西周微氏家族的研究史料 ②可为西周制度研究提供文物证据

③奋六世之余烈为秦统一奠定基础 ④铭文记载可与《诗经》相互印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的概括性认识。以下词语中能够反映秦汉时期历史风貌及价值判断

的历史概念是

A.赭衣塞路 B.约法三章 C.文景之治 D.焚书坑儒

3.下列有关古代赋税（役）制度的描述，最早出现于唐代的是

A.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B.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C.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D.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

4.西班牙以武装商船“马尼拉大帆船”经营横跨太平洋的贸易，运载大量中国生丝、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到墨西哥

交换白银，再将这些白银运回马尼拉。自 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开通，平均每年有 150吨白银运到马尼拉，20

年间共运输白银 3000吨，这些白银也基本流入了中国。此材料反映出

A.西班牙经营贸易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 B.明朝航海资金、技术、装备领先世界

C.作为流通货币的白银主要产自于西欧 D.明朝手工业发达是对外贸易优势之一

5.万历十年告示中“近据碣石水寨盘获番徒一十八名，连船一只…又获番僧二十六名，并船一只”。1720年罗马教

皇派使臣到达北京，求见康熙皇帝，要求管理在中国的传教士，遭到拒绝。随后，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传教。这表明

A.康熙帝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尊严 B.天主教势力已在中国形成规模

C.大航海背景下的中西文化相遇 D.罗马教廷在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6.学者王汎森写道：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风貌亦繁复万端：他们有的是意态为保守，而手段为西化；有的是意态为

前进，而手段却传统……所以单只是用“传统”或“前进”，“新”与“旧”来描述他们，常常是不够充分的。下列

属于前者的是

①西学中源 ②中体西用 ③西体西用 ④洋为中用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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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民政府推行的战时工业合作社运动，最初由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人发起，旨在以工业生产为目标的群众

性经济救亡运动。1938年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其后，在西北、晋绥、东南、浙皖、湘桂、滇黔、川康等 7个区

设立了办事处，建立了 1900多个合作社，生产和经营军需民用品。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加强西南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B.建立了覆盖面广大的工业网

C.有效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 D.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

8.1928年 6月中国共产党一次会议中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

力量。会议召开的背景是

A.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 B.贯彻最高革命纲领 C.工农武装割据探索前行 D.日本侵华步伐加剧

9.1954年，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召开苏、美、英、法、中

五国外长会议的问题，在与会国家的坚持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五大国会议来谈判解决亚洲相关问题（即日

内瓦国际会议）。这表明

A.五大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性决定作用 B.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D.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10.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盘活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转换大中型国

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利用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素质”……这表明

①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废除②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③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实行④非公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11.公元前 427年，高尔吉亚作为林地尼的使节出使雅典，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试图说服雅典支持林地尼

对叙拉古的战争。此外高尔吉亚还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发表过演说，强烈要求希腊各城邦的统一。这些现象说明

A.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 B.演说是政治动员重要手段

C.体育赛会分担公民大会职能 D.参加运动会是贵族的特权

12.拿破仑于 1806年颁布《有关帝国大学的构成法》，规定“以帝国大学名义，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整个帝国国民教育

的机构。”强调了帝国大学是实际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机构。1808年规定帝国大学是帝国教育行政领导机关。这些举

措

①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君主制度 ②是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具体体现

③有利于资本主义政体的建立 ④以行政手段推动教育体制完善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3.19 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家明确以欧洲“文明”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及法律权利，从而在国际法中形成一

套规范国际关系的“文明”标准。按这一标准，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不同类别。不同类

别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欧洲文明观念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形成的 B.欧洲文明的标准推动了世界各地协调发展

C.野蛮和蒙昧的国家是指工业水平低的国家 D.欧洲文明标准有利于推动落后地区的进步

14.1933年与 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 44％，德国下降 45％，法国下降 25%，英国下降 20%。而同时期

的苏联从 1929年的 5％迅速跃升为 18％。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导致苏联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

A.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促进苏联腾飞 B.新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

C.反法西斯战争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D.充分发挥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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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81年至 1987年，美国政府特别限制从日本进口汽车，对日本进口摩托车征收 45%的重税，对来自日本的电视、

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征收 100%的重税。20世纪 70年代，美国针对欧洲开始执行出口补贴制度，其海外销售收入可以

享受免税待遇，1984年美国会又通过外销公司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继续沿用出口补贴政策。这说明

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加速 ②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

③美国通过单边主义保护本国产业 ④西欧和日本冲击美国经济霸主地位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第二部分 抗疫专题

本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第 16 题（12 分）“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材料一 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独有的成果和财富，也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

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

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美国科学史家尤里达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评述 杨小明《中国科技十二讲》
注：邹衍(约公元前 324 年—公元前 250 年)，主要思想是阴阳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

材料二 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 年），在人体解剖被严格禁止的罗马人统治的时期，专致于医疗实践解剖

研究、写作和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超过 500 部医书，在描述性生物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世界是由

一个造世者故意建造的，人体构造，如手上的肌肉和骨骼，都执行事先安排好的功能。他对人体许多系统解剖结构

的系统描述以及结合解剖构造对血液运动的系统论述，都在生物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哈维建立血注入循环

理论之前，他的血液运动理论一直为西方学者所信奉。

《黄帝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既非成

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围绕着疾病诊疗是否依靠鬼神因素的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巫术决裂。《黄帝内经》

中的《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

脏腑经络、腧（shù同穴）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

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

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 “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独有的成果和财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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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题（12 分）“失之桑榆，得之东隅”。

材料一 14 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洲，人口死亡率达到 30%—50%。大批政府官员死亡，导致公共治安、法

庭审判、甚至日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状态。劳动力减少了 25%，传统的谷物生产已经无利可图，大量农田被改为牧

场和草场用来养羊，很多封建主从经营传统农业到经营商业性畜牧业。大批懂拉丁语的教授在瘟疫中死去，许多学

校被迫放弃了拉丁语的教学，各国本土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死亡使人们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追求现实享乐和

歌颂人生成了新的社会观念。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威尼斯建立许多站点专门用来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在远

离城市的岛上设立墓地埋葬因黑死病而死的人，埋葬的深度要达到 5 英尺。欧洲各地纷纷出台城市公共卫生法，始

建市政健康委员会。到了 16 世纪在欧洲大部分中心城市，关注公共健康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材料二 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

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明代吴有性所作的《温

疫论》。他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

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明代，科学原创力在逐步

丧失，但却进入了一个经验与技术大总结的时代。温病学的创立，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是这一时期中国医药学发展的

新成就，外科总结性著作《外科正宗》成书，特别是明末，一系列专著巨著诞生。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

（2）“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有“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之称。依

据材料二，指出我国明代在防疫理论方面的继承与突破。总结中国古代在应对重大疫情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第 18 题（12 分）“金龙蜕皮”

1879 年，国学大师俞樾（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力主“废除中医”不啻平地惊雷。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对中医发声：

“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中医药应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严复）”；“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

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陈独秀）”；“中医是一门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梁漱溟）”；“中

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

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傅斯年）”“中医中药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 “回头

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毫无学理，不足为法（胡适）”!

1929 年 2 月 23 日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划在 50 年内让中医消亡。

“废止中医”已经不止为一场民间运动。

根据材料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历史上“废止中医”运动。

（要求：观点明确；运用相关史实进行论述，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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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七律·送瘟神》

第 19 题（7 分）“战疫先驱·伍连德”

1879 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96 年至 1903 年于英国、德国、法国学习、实习、研究，1904 年在马来亚槟榔

屿开设私人诊所。

1910 年 12 月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

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实行分区逐户

检查，实施隔离；调集军队，管制交通，稽查人口

出入;训练卫生警察，协助防疫工作;居民佩带符号，

如须往来他区，须请路条。在防疫过程中，伍连德

创造了一连串“第一次”：亲手实施了第一例病理解

剖，首次提出“肺鼠疫”的概念；设计“伍氏口罩”，

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等。在伍连德的

指挥下，疫情于 4 个月后戛然而止。为了介绍此次

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

国鼠疫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

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出任主席。

后担任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

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候选人。1937 年躲避战乱举家重返马来

西亚。开设私人诊所。1960 年 1 月 21 日病逝。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清末东北鼠疫病情得以控制的主要措施。评价伍连德的历史贡献。

第 20 题（12 分）“送瘟神”

材料一 二十世纪中叶，血吸虫病曾给我国南方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

被称为“瘟神”。1951 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1953 年国务

院下文，各省、市、县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1956 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第 26 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

省、市、县到乡镇四级血防机构至基层的各防治机构，以印发资料、巡回

放电影、有线广播、墙报、文艺演唱等形式，将防疫工作做到了田间地头和千

家万户，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

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

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至 1984 年

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一千一百多万，一百九十三个县（市、区）基

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摘自《万众一心送“瘟神”——新中国围歼血吸虫病纪实》

材料二 全欧洲中医药联合会暨首届理事会于 2001 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宣告成立。它是欧洲第一个统筹、

交流、推广、使用中医药业和中医文化的统一组织。联合会的宗旨是，加强欧洲中医药界的团结，促进欧洲各国中

医药学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全面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

药食同源是中医的重要观点。中医认为食疗是以食物纠正人体偏离正轨状态，以恢复人的元气。这是中医迥异

于西医的特色，对中国人养生保健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历漫长的探索，屠呦呦带领其研究团队根据东

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相关记载，分离出能够有效抵抗疟疾的青蒿素，对人类防治疟疾发挥了巨大作用。博

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对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防治大型传染病的特点。从围歼血吸虫病、青蒿素的发明到“全欧洲中医药

联合会”，谈谈你对当今中医药发展的认识。

https://baike.so.com/doc/14271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156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8401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84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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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月考 B 卷

历史试卷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45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C C D C A C C D B B D A A B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16.（12 分）

观点：人类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古往今来东西方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创造；中国古代关注整体性、和谐与秩

序的思想，对科学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分析：古罗马学者盖伦，通过对医疗实践解剖的研究，对人体的整体构造提出了开创性的认识，为医学和生物

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黄帝内经》，关注医学的治疗原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体的基本构造等基

本中医理论。其著作关注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

综上所述，盖伦的研究和《黄帝内经》，在对人体的解剖和观察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定的医学理论体系，对各

自国家的医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后世中西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人类对自然科学探索经历了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古代希腊、罗马、中国秉持着各自的哲学理念探索宇宙、生命和自然，形成了西方分科

细、重实验；东方重天人关系、重统一性的科学研究体系，出现科学文化的多元化特征；近代科学体系首先建立于

西方，但科学能够持续发展并不能只依靠一时或一地的发明成果，中国古代医学理论和实践自成体系、源远流长，

与近代西方科学共同构成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为当今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有

益的经验和方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也为当今科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中国古代医学注重整体

的病理治理，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这为解决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疾病传播提出了有效的方案，是人类的

共同贡献；对人类整体性的关注，为后世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范式，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

中的宝贵财富，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17. (12 分)

(1) 欧洲人口锐减，教会权威受到动摇，社会秩序瘫痪；生产力严重下降，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刺激了农业商

品化的发展（推动了工商业阶级力量发展和新贵族的崛起）；（教会）拉丁语系受到冲击，本土语言的地位提高，为

民族国家的产生奠定了民族认同的基础；社会观念转变，质疑教会权威，推动了人文主义观念的流行；提升民众公

共卫生意识；以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干预公共卫生与健康；完善政府机构，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推动了欧洲

防疫和公共卫生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

(2) 吸收历代防治经验形成专著；系统的整理出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和防治方法，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基本原则，

对传播途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创立温病学以及人痘接种术等方法得以发明。

发展医药学；采取法律制度措施；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爆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加强对患病者

的治疗和赈济。

18．（12 分）

“废止中医”运动是近代一批知识分子主张放弃中医的要求，并在国民政府时期成为国家政策的事件（未实施）。

他们以西方哲学、医学为基础和参照物，认为中医不具备近代西方科学和医学特征；将中医与迷信思想混为一谈；

将废止中医与抵御西方侵略相提并论。

“废止中医”运动出现在近代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甲午战争、辛亥革

命等重大政治事件对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传播和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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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激烈，中医学理论、综合施治、辨证施治的思想、施针诊治方法等

方面均与西医不同，近代以来西医文化优势日渐确立，传统医学的发展在近代走入困境；西学东渐风气日盛，西方

思想文化为许多知识分子奉为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新文化运动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传统礼教，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文言文、中医等都未

能幸免，直至国民政府出台“废止中医案”。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同政治、经济一样，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的征程；在中西、新旧激烈交锋的历程

中，中国传统文化难有坚持自信的实力；从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为谋求独立自强之路而

学习西方逐渐成为近代社会主流，忽视了中医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近代以来的学者是从否

定封建专制文化和僵化的儒家伦理的角度去否定中医的作用，存在不合理性；应该在努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近现

代价值的同时，为其注入现代因素，实现中西医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19.（7 分）

动员基层管理体系细致排查并管理传染源；倡导国民佩戴口罩，关注自我防护；调动政府力量管控交通，训练

卫生警察，切断传染渠道；日常的商业、教学活动暂停，减少传播途径；征用公共空间，隔离保护易感染人群，充

实医疗资源。

有效阻止了瘟疫的扩散，稳定社会，保护民众；推动了中国医学实践的进步，为防治鼠疫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探索出一整套防疫体系和模式，推动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近代医院的建立和医学教育的发展，为

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培养的大批人才；首次主持国际医学会议，促进医学交流的同时，为中国医学争夺国际话语权，

提升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20.（12 分）

关注民生，注重顶层设计；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一整套防治体系、防疫机构；因地制宜，采取有步骤的行之有

效的办法；重视基层疫情防控，坚持群防群治，普及宣传教育工作，提升民众认识。

中医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长久以来，不仅为中国人的体质健康提供者有力支持，也成为中华民

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样态；新中国七十年综合国力不断发展，科技进步，中国学者的团结奉献精神推动了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祖国中医药逐渐走向世界，扩大影响力，为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

推动了世界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医药的理论和诊疗方法为世界医学提供着中国智慧，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借助现代

科学技术可以继续发挥造福人类的作用；中医药学在与世界交流互鉴中不断进步，共同推动世界医学的发展；健康

理念、生活方式，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