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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皖豫名校联盟”2023 届高中毕业班第一次考试

历史
考生注意: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条形码粘贴

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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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题 :本题共 24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公元前 16世纪,商王朝势力一路向南扩张,不仅在江汉平原的盘龙城(今湖北武汉东部)建立

据点,还将其势力深人到江南腹地。这次“扩张"
A.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二体化进程 B.推动了商王朝内外服制度的形成

C.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D.为西周推广分封制度奠定了基础

2.春秘战国时期，百家文学虽都以不同角度突破了传统道术而各具特色,但“皆自以为真尧

舜”，都是在为统治者设计治国平天下的方案。这说明,“百家之学”
A.体现了对政治的依附性 B.对现实社会的探索

C.代表了新兴力量的崛起 D.致力于追求社会和谐

3.角抵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角力”,是军民习武练兵的一种方式。秦灭六国后承罢讲武礼,为
角抵”,变成了民间一种单纯的娱乐游戏。秦统治者的举措

A.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B.打击了六国残余势力

C.旨在消除儒学的影响 D.有助于改善社会风俗

4.汉代察举制设有专门选拔具有各种特殊人才的“异科”,既包括“勇猛知兵法有道术”,也包括

“明经典、法律、法规和懂民政、善理财、长治水”等，如:何并、尹赏等就曾以善于治理民

政而被察举为县令。由此可知，设立“异科”
A.有利于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B.为门阀政治形成创造了条件

C.旨在践行儒家“学而优则在” D.完善了察举选拔人才的程序

5.图 1为魏晋时期的“烧烤”画像砖。据记载,“灸(烧烤)”本是游牧民族烹饪肉类的手法,“自泰

始(西晋武帝同马炎的年号)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灸肉

成为魏晋时期上层贵族喜爱的一道美食。 这说明

A.民族隔阂日渐消失 B.民族交融得到发展 C.中原民族出现异化 D.华夏认同空前加强

6.756年,唐政府下令,各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地)自供”，使“四方大镇" “自
给于节度团练使”。这一举措

A.削弱了地方军镇的财力 B缓和了军镇与中央矛盾

C.导致了中央财力的匮乏 D埋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

7.唐代前期，租庸调制的主要纳税对象是农民,中后期的两税法不仅把几乎全国人户作为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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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且规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据此可知,两税法

A.减轻了农民纳税负担 B.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

C.抑制了土地兼并速度 D.以人丁为主进行征税

8.凤首壶(图 2为唐代墓葬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是唐代器物新出现的风格样式,一般认为是模

仿萨珊波斯和粟特(中亚古国)的金银器胡瓶造型而改造成的。这可佐证,唐代

A.中亚文化开始影响中国 B.丝绸之路开启文化交流

C.文化上注重兼收与创新 D.异域文化出现异彩纷呈

9.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十二月,“京城河南草场遗火”,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命令附近的殿

前司虎翼军“以近便营兵救扑之”,而殿前司却以不归统属而要求“当俟诏旨”。由此可知,宋代

A.国家治理效能低下 B.权力制约严密规范

C.皇权专制空前加强 D. 内部动乱得到遏制

10.辽国的契丹族原本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南北面官制实行后,辽统治者仿照

汉字创造了本国文字，其中契丹大字就是“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而成。这说明,南北面官制

A.促进了契丹民族的汉化 B.缓和了契丹与汉族矛盾

C.具有鲜明的奴隶制特色 D.推动了契丹文化的发展

11.榷场是宋代在边境地区设立的管理贸易和税收的场所。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有辽国商人到

未设榷场的瀛州进行贩易,被当地百姓发觉,因此被勒索了大量钱财后方得免除报官。这反映

出,宋代

A.边境贸易管理严格 B.百姓排斥榷场贸易.
C.商业税收受到重视 D.边境走私得到遏制

12公元代杂剧多采用“画白相生电的表演形式，即以唱曲抒情、宾白(说话)叙事,交代故事情

节。据此可知，曲内相生”
A迎合了市民阶层价值取向 B.标志了杂剧表演走向成熟

C.有助于塑造舞台艺术形象 D.明确了杂剧表演角色分工

13.据《明史》记载,“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
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字辅”。这反映了

A.内阁已成独立行政机构 B. 内阁完全实现宰相化

C.皇权专制统治得到加强 D.阁臣专权现象的重现，

14.清康熙朝至乾隆五年(1740年)编纂完成了《大清一统志》, 该志“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

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宪古证今,眉列掌示，图以胪之,表以识之”。据此可知，这一

举措

A.利于强化疆域空间认知 B.有助于解决边界领土争端

C.拓展了清朝前期的疆域 D.表明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

15.乾隆时期,《襄阳府思》提到“春末夏初，玉米)即成蛀批,不可久贮耳”，所以玉米除保留基

本的口粮外，大多被人们用来换取盐等生活必需品。这一状况

A.阻碍了玉米种植的推广 B.缓解了市场上粮食危机

C.加剧了市场粮价的暴涨 D.助推了粮食商品化发展

16.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组织摘译的《各国律例》不仅部分翻译了瑞土滑达尔所著的《国

际法》,还创造了关于西方政治体制诸如“律好司”(上院)、“甘文好司区主院)厂“巴厘满”(议会)
等一些新鲜词汇。这说明，《各国律例》

A.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法律 B.为国人引入了近代意识

C.旨在服务于现实战争的需要 D:瓦解了清廷天朝上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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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表 1

表 1为 1873- -1883 年轮船招商局主要年份的扩股情况。这说明

A.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日趋规范 B.洋务派初步实现了求富目标

C政府极扶植官办民用企业 D.国内融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18.1900年 6月，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各省督抚在草定《东南保护约款》时提出:列强不向

长江增派军舰;外国兵轮水手不可登岸;各洋人不可到内地未经设防之地等,作为参与互保省

份督抚“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的条件。这说明,“东南互保”
A.旨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 B.具有限制列强侵略的作用

C.配合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D.导致了地方督抚权力膨胀

19.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权力以“公共性”色彩，“坚持公共权力

的多元共享,公共事务的多元共治，公共活动的多元共赢”。这说明，辛亥革命

A.保障子国民的民主权力 B.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平等

C.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D.满足了民众的政治诉求

20.1912年 3月，上海《时报》报道:南京政府进行服饰改革后,“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

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无论何店,皆高悬西式帽”。据此可知,当时的服饰改革

A.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B.导致了传统服饰的消亡

C.得到广大民众广泛支持 D.推动了社会新风尚形成

21.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指出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它晦涩难解.如今

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这说明,当时提出“废古

文”
A.顺应了平民价值取向 B.彰显了科学的重要性

C.推动了新文学的兴起 D.旨在清除封建旧思想

22..上海《时事新报》报道,(1919 年)6 月 5 日，上海不到一个上午“华租界大小商店,已无一

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各华商店门口皆贴“罢市请命”“商学一致”“罢市救国”
等标语。这说明

A.国人民族意识空前提高 B.商人成为反帝斗争主力

C.上海成为反帝斗争重心 D.媒体宣传促进商学联合

23.1926年 1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目前农运计划》中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

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这一举措

A.表明国民革命开始兴起 B.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

C.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进行 D.反映了革命重心的转移

24.1928年 10月,随着《井冈山土地改革法》的颁布，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地主田地;农民收种,
债不要还,租不要送”现象。由此可推知,该土地法的颁布

A.开启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B.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

C.践行了“扶助农工”政策 D.壮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小题,共 52分。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两唐 书》所记载的 830 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 589人,占总数的 70. 96% ;
小姓约 109人，占 13:213% ;两者合占 84.10% ,寒素家子弟 132人,仅占总数的 15. 9%。这表

明，士族子弟在无品中正制瓦解后，在咱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

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

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

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
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

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
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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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的特点及成因。(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影响。(6 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明代后期, 蚕桑、棉花、茶叶、丝绸、棉织、陶瓷、玉石、刻书印书、造船、酿酒

等生产不断发展;明中期以前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奢侈品或区域调剂式的流通,其后主要以人们

日常需要的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太宗商品为主;隆庆时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

书，列出全国水陆路程 143条己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

一一摘编自范金民《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材料二 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

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五、农、工、商”称为四

民)的学术思潮。该研究证实,在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选择以

私营企业雇主以及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均有提升。换言之，即历史上商业繁荣、商帮组

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摘编自周黎安《明清商帮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商帮兴起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商帮对社会发展的影响。(8分)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一 1894 年朝鲜内乱,中国因朝王请求而出兵。而后是日本因中国出兵而出兵。此前,
日本已倾力于扩充武备,练兵演习, 构建战时机构。因此,甲午年他们成了蓄谋已久的一方,而
没有准备的中国被宗藩关系拖着卷进战争中。卷入战争的中国曾希望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但

列强各有怀抱，中国人的希望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最后的结局只能决定于暴力和暴万

的对此总被动的中国不能不成为失败一方。

——摘编自杨国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材料二 甲午战败对中 国而言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大挫折。维新人士出场的鲜明亮相是

呼吁“变法”。他们把“变法”不是定义为枝节修补，是以“全变”为鲜明指向。康有为对“全局”“全
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

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金宪。正是由于甲午战争，中国士大

夫心态发生了这种失落和转换;“中国犹如几千年大梦初醒”，完全接受失败的教训,承认社会

中的种种病痛,最终谋得一个痊愈的方法,中国社会开始走上具有自觉意识的近代化道路。

——摘编自周松青《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甲午战争中国成为“失败一方” 的自身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甲午战败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6 分)

2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近代,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卫生、守纪等文明习惯由铁路沿线辐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社会逐渐走向文明。如:火车作为大型交通工具,载客量大、运行时间长,要求乘客必须严格

遵守乘车规则。如:1912 年,沪宁铁路局就制定详细的章程,即规定乘客要文明乘车、准点乘

车,车内保持整洁、禁止吸烟和携带无罩烟火等,这些为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文明形象,也让他们

体会到了“坐车之精美,招待之周到”,客商“无不赞美”沪宁铁路。乘火车出门远行的人们也遂

之把火车里或都市里的文明风尚带到家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摘编自葛玉红《铁路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围绕“铁路与社会变迁”自拟论题，并给予说

明。(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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