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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理工大附中高一 12 月月考 

历    史 

（2023.12） 

本试卷共 100 分，包括两部分：选择题 69 分，非选择题 31 分。请将答案全部作答在答题纸上，

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第一部分  选择题（本部分 46 个小题，每题 1.5 分，共 69 分） 

1.行政中枢是王朝行政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所在。以下对于行政中枢的描述，按时间顺序

排列正确的是  

①设置三公——建立了以丞相府为首的行政中枢  

②废除宰相制——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行政中枢  

③建立中朝——行政中枢权力移至皇帝亲信手中  

④完善三省制——三省成为皇帝直接掌控的中枢  

A．①③④②       B．①④③②    C．③②①④      D．③④②①  

2.明成祖永乐年间，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更加丰富，这得益于 

A.郑和下西洋                                    B.戚继光抗倭     

C.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            D. 郑成功收复台湾 

3.下图为郑和航海路线图。 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表述正确的是  

Ａ．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         

Ｂ．实现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管理  

Ｃ．加强了明朝与亚非诸国的联系       

Ｄ．阻挡了西葡两国对东南沿海的侵略  

4．为适应西北军务的需要，清朝雍正年间始设，后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是  

A．都察院          B．中书省        C．军机处         D．理藩院 

5.清朝将南海诸岛列入水师的巡查范围。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 1712），广东水师副将吴升

率水师巡视西沙群岛，“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下列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A．为康熙收复台湾奠定了坚实基础     B．维持了东亚诸国与清朝的朝贡关系  

C．反映出清政府大力扶持海上贸易     D．表明了清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6．中国古代戏曲的国粹是  

A．南戏            B．元杂剧         

C．京剧            D．昆曲 

7．如图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A．鸦片战争        B．太平天国运动 

C．义和团运动      D．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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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英国的侨民、商人同中国人发生冲突，犯了法或成为被告，只能由英国驻中

国的管事官领事去裁判，中国政府不得过问。”这说明中国丧失了 

A．领土主权        B．贸易主权    C．司法主权        D．关税主权  

9．有史学家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

近代的最初一步。”该“战争”指的是  

A．第一次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0．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认识到随着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体制被打破，其他国家也必定会向中国要求条约特

权。为维护英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的领导地位，英国遂从中国攫取了  

A．领事裁判权 B．片面最惠国待遇 

C．居住及租地权 D．协定关税的特权 

11．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 州、福

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一条款说明中国 

A．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                   B．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C．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D．司法主权遭到破坏 

12．台湾人民表示要“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与倭人”。下列各项与之直接相关的是 

A．《天津条约》的签订                        B．《北京条约》的签订 

C．《马关条约》的签订                        D．《辛丑条约》的签订 

13．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中外条约记载：“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

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

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据此判断，该条约是  

A．《南京条约》    B．《虎门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14.晚清状元张謇将某条约的十款内容逐一记录在日记中，他对条约中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设厂感到痛

心疾首，发出“几罄中国之膏血”的感慨。张謇抄录的条约是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15．2018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宣布：“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水下考古调

查，以确凿证据证实大连庄河海域一艘沉船是 124 年前沉没的经远

舰。”下图是打捞出水的部分残件，它为研究经远舰提供了 

A．文献史料     B．实物史料      

B．口述史料     D．档案文书 

16．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破了以往清王朝的“天朝”体制，形成了近代不对等的中外关

系。图中①应填的条约是

 

A．《望厦条约》  B．《黄埔条约》  C．《天津条约》   D．《辛丑条约》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①》  

   1842 年       1860 年               1895 年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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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史学家杰里·本特利说：“太平天国的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多激进的特征，对不满的民众很有吸引力。”对

农民最具吸引力的是 

A．平均分配土地  B．构建工业社会    C．奖励技术发明    D．学习西方文化 

18．1853 年，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主张；1931 年，中共开展了以“打土

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为内容的土地革命。二者都  

A．稳固了中国的工农联盟 B．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C．是农民斗争的思想结晶 D．体现了领导阶级的不足 

19．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专家简又文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先

兆。”这一观点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A．在推翻清王朝中的决定作用 B．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C．与辛亥革命目标和任务相同 D．在推动民主革命高涨中的作用 

20．从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侵略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反映出  

A．农民阶级的反封建革命性渐趋衰弱  

B．小农经济决定农民阶级易受封建统治者蒙蔽  

C．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上升  

D．农民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具反抗性 

21．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

实为下策”。据此可知，列强最终没有瓜分中国的根本原因是  

A．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 B．清朝统治阶级的抗争 

C．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 D．中国人民的抗争 

22.魏源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在一部著作的《叙言》中指出，是书之作“为以夷制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一著作是 

A.《四洲志》         B.《海国图志》      C.《瀛寰志略》   D.《资政新篇》 

23．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必须先求富，而后才能自强。”下列体现李鸿章“求富”思想的企业

是 

A．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B.上海轮船招商局    C.福州船政局     D.安庆军械所 

24．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后仅 3 年，外国轮船公司就损失了 1300 万两白银；湖北官办织布局开工后，江南

海关每年洋布进口减少 10 万匹。这一现象说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兴办    

A．使中国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 B．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经济侵略  

C．激化了中国同外国列强的矛盾 D．取代了外商企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2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梁启超感叹道：“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

八省之民，尤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省既割，二百兆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

起。”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是  

A．迫使中国扩大对列强开放 B．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高涨  

C．刺激民众忧患意识产生 D．清政府进行“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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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尊奉为“改制教主”，“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

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康有为这样做的目的是 

A.倡导移风易俗                               B.引进西方生产技术 

C.实现扶清灭洋                               D.为变法寻找理论的依据 

27．《时报》曾刊登过：“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其反映的

历史事件是 

A．太平天国运动  B．义和团运动            C．辛亥革命    D．北伐战争 

28.右图所示是一则广告。图中有“真正国货”“请国民每年挽回四千五百余万之权利”等

字样。作为直接证据，它可以用于研究的主题是 

A．“洋务运动兴起”                      B．“实业救国热潮” 

C．“工人阶级诞生”                      D．“近代企业出现” 

29．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是  

A．《钦定宪法大纲》                          B．《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C．《中华民国约法》                          D．《中华民国宪法》 

30.晚清时期，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社会各阶层为寻求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以下时间轴展示了

其中的四件大事，方框处应填入  

 

A．虎门销烟                                 B．左宗棠收复新疆 

C．义和团运动                               D．武昌起义 

31. “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

下共击之。”这是  

A.洪秀全提倡的财富平均思想                  B.维新派提出的社会改良措施  

C.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的主张                 D.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  

32．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经历了“西化”、“反西化”、“近代化”三个交叉的探索过程。下列各项

中，符合“反西化”和“近代化”内容的是  

A．虎门销烟 太平天国运动 B．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C．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 D．太平天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 

33.宋教仁曾谓：“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下列项

中，与宋教仁限制总统权力意图相吻合的是  

①临时大总统代表政府总揽政务               ②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队 

③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       ④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4.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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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这一认识强调这场革命  

A．完成了民族独立任务                       B．反帝反封建的内涵 

C．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                       D．传播了民主科学精神 

35．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不同时期学习西方的侧重点各有不

同，大致历经的顺序是  

A．思想文化﹣﹣制度﹣﹣器物                 B．器物﹣﹣制度﹣﹣思想文化  

C．制度﹣﹣器物﹣﹣思想文化                 D．思想文化﹣﹣器物﹣﹣制度 

36.以下是晚清时期部分有识之士的代表作及主要内容，其共同点是 

 

①启迪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         ②冲击了天朝上国的观念    

③为洋务运动开展奠定了基础           ④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37.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核心内容是 

A．实业救国       B．民主与科学    C．建立共和国   D．实行君主立宪制 

38.下列口号与历史事件对应正确的是 

A．“扶清灭洋”——太平天国运动  

B．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新文化运动 

C．“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  

D．“打倒列强，除军阀”——护国运动 

39.下图载于 1908 年《戊申全年画报》上的漫画《自由》。画中两个懵懂小孩敲响了“自由”的钟，而一个老

头却拼命捂住耳朵，害怕听到“自由”的声音。该漫画反映出  

 

A．儿童成为新思想传播的主体         B．清政府大力宣扬宪政的思想 

C．辛亥革命推动自由观念传播         D．社会上进步与守旧思想并存 

40.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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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作用。其具体表现有  

①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             ②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③民主共和的观念渐入人心             ④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41.竹枝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列竹枝词可以反映的现象是  

 

A．八国联军迫使光绪帝西逃             B．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的飘摇 

C．清政府组织了“皇族内阁”           D．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国运动 

42.自清建立，满语是政治地位最高的语言，满族之外的民族“各语其语”。1904 年清廷“兹拟以官音（汉语

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由此，边疆地区新建学堂中多推行汉语教育。满人御史贵秀坦言：“中国之利害

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清末推行汉语  

A．扩大并加深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B．为“开眼看世界”创造条件 

C．客观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D．有利于白话文的逐渐普及 

43.1914—1920 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据统计，1920 年同 1913 年比较，厂矿数从 698 家增至

1759 家，增长率 152%。推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有  

①民国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           ②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官僚资本凭借权力聚敛财富           ④群众性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4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部门是  

A．纺织业        B．交通运输业        C．采矿业        D．机器制造业 

45．以下是晚清时期国外报刊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这些报道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太平军挥师北伐，大清朝摇摇欲坠》 

②《清帝颁诏建立京师大学堂》 

③《丰岛海战震惊世界》 

④《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 

A．①②④③   B．①③②④    C．②①④③    D．③①②④  

46．下面是某学生在学习《五四运动》时所做的笔记，其中①属于 

A.历史原因 

B.历史过程 

C.历史事实 

D.历史结论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两道大题，31 分） 

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

① ②

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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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清朝前期的边疆治理（15 分） 

材料一 

 

              清朝形势图（1820 年） 

材料二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实施的

策略是：第一，因地制宜，按照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特点，分别建立不同的行政机构，在东北和伊犁地

区设立将军制度，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噶厦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沿袭以前的伯克制度，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基本与中央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第二，利用宗教，修其教不易其俗，

为加强与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清政府推崇黄教，大修喇嘛庙，封赐喇嘛教首领，实行政教合一。第三，

恩威并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赐爵位。给予厚禄，或联姻，或召见，会盟筵宴，施恩笼络，而对破坏

统一的叛乱割据势力则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它有效

地协调了民族关系，形成了汉、满、蒙、回、藏等 50 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

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十章第二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以蒙古、新疆、西南地区、藏族地区为例， 概述清朝前期对边疆地区统治

与管理的主要措施及重要意义。（15 分） 

48.国家·民族·复兴（16分） 

材料一 

古代并无“中华民族”的名称，“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在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入侵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

族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由此萌芽。 

南京临时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可民族平等，有利于改变历朝历代狭隘的大汉族观与清朝满族独尊的民族

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

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确立为

“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共识。 

                     ——摘编自何一民等《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依据材料和所学，概括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出现的背景和内涵。（8 分）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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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民国

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

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

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

物，如“中华革命党”“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

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

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护，至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

合。 

                           ——摘编自李帆《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2）依据材料二分析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观念广泛流行的原因。（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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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选择题（46*1.5=69 分）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31 分） 

47.15 分 

措施（9 分）： 

通过满蒙联姻，加强对漠南蒙古的控制；通过军事斗争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在蒙古族

地区设立盟旗制度；设立将军制度进行管理。（3 分） 

册封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经由中央政府册封；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

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 条，以法律形式明确和落实了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清朝还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3 分） 

在新疆评定大小和卓叛乱，设立伊犁将军。（2 分） 

在西南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管理  （1 分） 

意义（6 分）： 

这些措施丰富和发展了边疆地区民族治理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与边疆的局势稳定；推动了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奠定也产生

了深远影响。（一点 2 分，共 6 分） 

48.16 分 

（1）8 分  

背景：西方列强入侵，加深了民族危机。（2 分） 

内涵：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中华民族为一体。(6 分） 

（2）原因 8 分 

中华民国的建立及中华民国国号的使用，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 

“五族共和”思想有利于民族平等，使统一多民族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的行为，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的流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有了法律保障。   

1 2 3 4 5 6 7 8 9 10 

A A C C D C B C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C B D A B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B B B C D C B B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B D B B A B C D C 

41 42 43 44 45 46     

B C B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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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北京高考在线创办于 2014 年，隶属于北京太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地区极具影

响力的中学升学服务平台。主营业务涵盖：北京新高考、高中生涯规划、志愿填报、强基计

划、综合评价招生和学科竞赛等。

北京高考在线旗下拥有网站门户、微信公众平台等全媒体矩阵生态平台。平台活跃用户

50W+，网站年度流量数千万量级。用户群体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 31 省市。

北京高考在线平台一直秉承“精益求精、专业严谨”的建设理念，不断探索“K12

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尝试基于大数据理论为广大中学和家长提供新鲜的高

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等，为广大高校、中学和教科研单位提供

“衔接和桥梁纽带”作用。

平台自创办以来，为众多重点大学发现和推荐优秀生源，和北京近百所中学达成合作关

系，累计举办线上线下升学公益讲座数千场，帮助数十万考生顺利通过考入理想大学，在家

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推荐大家关注北京高考在线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京考一点通，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整

理分享最新的高中升学资讯、政策解读、热门试题答案、招生通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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