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月“九省联考”考后提升卷（贵州卷）

高三历史

（考试时间：75分钟 试卷满分：100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共 48。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 280 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

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

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这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这可以用于研究当时

A．形成了发达的公共权力 B．黄河流域文明处于领先的地位

C． 农耕文明呈现多元一体 D．陶寺遗址具备国家的初始形态

2．汉代皇帝把自己当作民“父”，把百姓看作“子”民，以一家之长的身份，推行各种政策措施，同时强

调百姓对“君父”要履行“忠孝”义务；朝廷在选拔官吏时，把“孝”作为重要的标准。这反映出汉

代统治者

A．借助伦理加强社会治理 B．注重社会风气的整治

C． 依靠宗族稳固统治秩序 D．重视官员的选拔管理

3．唐代一些地主或官僚在外地购置产业，被称为“寄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多买田伊洛陆浑之间，凡

十余处”。唐代法令有“如数处有庄园，亦每处税”的规定。这说明当时

A．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B．均田制得到有效维护

C． 藩镇割据现象愈演愈烈 D．封建庄园具有封闭性

4．曲宴是宋朝君臣深度交往的独特场所。太祖朝统军将领受曲宴款待的记载屡见史籍：淳化三年，宋太

宗“赐近臣及直馆阁官饮”，随后才召三衙将帅为之设宴；自真宗以降，历朝曲宴都延续了太宗朝的特

点且日趋突出。这反映了

A．曲宴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B．宋朝中央集权得到不断强化



C． 曲宴以笼络控制统军大将为目的 D．宋朝治国方针逐渐发生转变

5．明初，设通政司负责拆分、整理、通交各类奏章，使奏章不经各部门审阅，直达皇帝。但在明代中后

期，重臣权宦对通政司封入内廷的密疏内容进行实质性处理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反映了

A．中央权力机构间毫无制衡 B．权臣宦官专权威胁皇权专制

C． 专制主义冲击了官僚体制 D．中央集权制度弊端日渐显现

6．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

的主张却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这里“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的本质含义是

A.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B.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C.瓦解了自然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D.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7．1919 年 6 月 28 日，中国代表未出席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有学者对北洋政府和中国代表团的

态度进行研究。以下理解合理的是

相关

史料

24日，未署年月 北洋政府曾发给代表团训令签约的电报

6月 8日
《晨报》刊载上文电报并注明，“上月廿四

（24）日国务院发出电报”

6月 26日
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称，如不能保留山东，

即拒绝签字

学者

推断

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当时向巴黎发电需数日才能送到，26 日发电为时已晚。北洋政

府在最后时刻做出这一决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A． 北洋政府坚决拒签和约 B．《晨报》支持五四运动

C．拒签促使学生运动爆发 D．北洋政府推卸签约责任

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要想在殖民地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

次重申，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论断

A．意在说明民主革命的艰巨性 B．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C． 吸取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D．强调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9．图 1 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建成的工业中心的分布示意图。对此阶段工业建设的认识正确的是



图 1

A．在东南沿海地区充分发展基础上延伸

B．改变了50年代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策略

C．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

D．开创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工业发展的先河

10．据统计，“七五”时期（1986～1990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年均增长 7.3%，集体所有制工业年均增长 17.6%，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年均增长 74%。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

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97.7%下降到 1990 年的 91.4%。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 ）

A．改革开放的有效推进 B．计划管理调控作用的增强

C．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 D．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11．在罗马帝国征服殖民地的过程中，大量行省城市兴起。到 2 世纪时，几乎每一个行省城市都有类似罗

马的比较正规的市政组织、公认的法律、剧场、竞技场、圆形剧场、公共图书馆、辩论和演讲使用的

讲堂等。这一现象

A．有利于罗马公民法产生 B．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C． 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 D．体现了罗马文化的不断扩展

12．百合花图案原是基督教的—种神学象征符号，后逐渐成为法国国王的专属纹章。13 世纪中后期，法兰

西王国内的王室领地或领有国王“特许状”的城市在其印章上加上了百合花图案。这反映了

A．百合花成为法国的象征符号 B．法兰西王权有一定程度加强

C． 等级君主制在法国已经形成 D．世俗王权完全超越教会教权

13．奥斯曼帝国认为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只要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宣誓效忠，接受某种附府，就可以继

续维持自己的贵族身份，甚至可以管理原来的领地。在奥斯曼征服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无论是军事精

英还是宗教精英，通常都会不带歧视地被纳入奥斯曼人的管理体制中。这反映出奥斯曼帝国（ ）

A．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 B．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政治体制极具包容性 D．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14．伏尔泰认为中国皇帝是开明君主，说康熙“圣怀宽阔”，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

雍正是“世上最公正、最有教养、最贤明的君主。”这反映出伏尔泰

A．对中国政治文明有深刻而正确的认知 B．利用中国政治文明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C． 主张以理性与科学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D．肯定中国儒学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

15．18 世纪后半期，拉美的科学家们意识到，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欧洲的拉美研究存在

许多谬误及偏见。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科学家们提出“美洲的科学”以区别于欧洲的科学研究。这

A．促使欧洲中心论退出历史舞台 B．有利于增强拉美民族意识

C． 说明科学发展是民族独立前提 D．推动拉美反殖民斗争胜利

16．东方学以近东和远东国家为研究对象，兴起于 19 世纪的欧洲，一战前后进入黄金时期，二战后却招致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判。1973 年，第 29 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更名

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这反映了

A．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B．世界大战制约学术交流

C． 国际格局影响学术研究 D．冷战博弈加剧国际冲突

第Ⅱ卷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 分）

材料一

明代开始大力引进高产或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如南洋的番薯、南美洲的玉米、巴西的花生、吕宋（菲

律宾）的烟草等。水稻逐渐推广到北方。不仅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还使农业经营发生了变化。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部分地区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

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

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商品的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

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农作物引进给明朝农业带来的变化。（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中期白银内流对明朝社会的影响。（8 分）



18．16 至 19 世纪的跨太平洋贸易。（13 分）

跨太平洋贸易兴起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于北太平洋贸易。

16 世纪，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起到了连接两个终端洲际市场的作用，

给西属美洲带来丝绸、香料，给东方带来美洲的白银、农产品。到 18 世纪末，受西班牙支配的马尼拉大帆

船贸易衰落。

18 世纪，探险家开始对北美西北海岸探险，并开发了海獭毛皮资源。美国独立后的贸易拓展需求，为

北太平洋商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此时，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外来奢侈品需求市场，销售北美西北海岸

毛皮和夏威夷檀香木为主的北太平洋贸易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新的三角贸易：美国东部人将廉价

小玩意儿卖到西北部，换取毛皮销往广州，再向西将中国货物销往欧洲和波士顿。毛皮、檀香木贸易与鸦

片贸易一起，对 1820 年代以后白银流入中国比例的下降发挥了直接作用，但为美国东北部增加了极其可观

的资本积累。

——摘编自王华《海洋贸易与北太平洋的早期全球化》等

近代世界示意图

（1）概述跨太平洋贸易兴起和发展的背景。（5 分）

（2）依据图文材料并结合所学，比较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与北太平洋贸易的不同影响。（8 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3 分）

材料

为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决边区抗战物资的大量需要与根据地落后生产物资的缺乏之间的矛

盾，解决农民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矛盾，1937 年 10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被边

区军民亲切地称为“窑洞银行”。1938 年，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同时

流通于边区市场，用于日常找零。1941 年后仅两年时间，边区银行的贷款业务就有了很大发展，贷款种类

也有所增加，主要包括财政性放款、生产建设放款、商业贸易放款以及其他放款。边区银行及时针对各类

放款业务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延安民众普遍传唱一首《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农村贷款大家要

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第一反对包办耍私情，民主讨论群众来决定。第二贷款数字要公布，区乡负

责不许打埋伏。第三到期保证要收回，有借有还年年有贷款。1946 年 7 月以后，边区银行依据“争取和，

准备打”的总方针，拨出 4 至 6 亿元券币，办理各种农、工业及合作事业放款。

——摘编自闫秋池《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历史贡献》等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创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时代背景。（4 分）

（2）据材料概括陕甘宁边区银行运营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历史贡献。（8 分）

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表现出鲜明的

时代特征。总体来看，汉唐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统一与兼容：二是斗争与发展：三是继承与创新：

四是吸收与消化：五是高潮与低谷。

——摘编自熊铁基《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

根据材料，围绕“汉唐文化的特征”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

论结合，逻辑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