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赢在高考·黄金 8卷】备战 2024年高考历史模拟卷（全国卷专用）

黄金卷 02·全国卷新教材
（考试时间：60分钟 试卷满分：100分）

第 I 卷（选择题）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小题，每小题 4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要求

的。

1．西周金文中的“伯”作为称谓，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贵族男子的排行，与仲、叔、季经常作为同一

家族内部兄弟之间的称呼；二是作为诸侯或采邑主的爵称。下图是伯由“排行”到“爵称”的大致轨迹。这一过

程体现了

伯（排行）→伯（获得官职）→伯（爵称）

A．军功是西周分封主要依据 B．政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

C．西周家国一体的政治特色 D．西周初期分封以同姓为主

2．秦始皇设御史大夫，由左右亲信出任，负责起草诰命文书，皇帝制书、诏书下达也多由御史大夫承转。

有些政事皇帝不愿差使丞相，会直接交给御史大夫办理。由此可见，秦始皇设立御史大夫的目的是

A．牵制丞相，加强君权 B．处理军政事务

C．掌控军权，统领全国 D．加强地方控制

3．如表为不同文献关于唐朝后期的历史叙述。对此解读准确的是，唐后期

白居易《重赋》
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国家定两税（指户税和地税），本意在爱人。厥

初防其淫，明教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旧唐书·宪宗传》
元和六年（811年），注意维护宣官神策中尉之权，但拒绝接受处州刺史进贡

的助军钱绢，并颁布抚恤百姓德音以革弊立防。

《南郊赦文》
唐文宗（809—840年）（时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文宗领诏令）天下除二税外，

不得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

A．藩镇割据削弱中央集权 B．政府重视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C．政治斗争加剧农民起义 D．土地兼并盛行威胁租庸调制

4．宋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变化莫过于改道为路，每一路各设四个监司官，称为帅、漕、宪、仓，分别掌

管军政、财赋和刺举、邢狱、常平仓和农田水利等诸多事务。诸司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这一

设置在当时

A．推动了刺史制度的形成 B．出现了权力失衡的现象

C．不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 D．造成了运行机制的迟缓



5．2010年，在湖北省钟祥市梁庄王墓中出土了郑和船队“海外代购”的金锭（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金锭

正面錾刻有“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的铭文。这枚金锭

A．是东西方跨大洋贸易的证据 B．推动明代海禁政策走向终结

C．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D．是明代区域文明互动的产物

6．民国七年发表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指出：“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

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这主要体现了

A．梁启超的维新改良思想 B．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思想

C．新文化运动抨击旧文学 D．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

7．1960年代，广大内地和边疆省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在内地形成不少工业中心，内地工业的产

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 1957年的 32．15％提高到 1965年的 35％。这表明与近代相比，我国

A．轻重工业结构日趋合理 B．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已经实现

C．工业区域布局逐渐改善 D．工业技术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8．《汉谟拉比法典》第 8条说“自由民窃取牛，或羊，或驴，或猪，或船舶，倘此为神之所有物或宫廷之所

有物，则应被科以 30倍之罚金，倘此为穆什金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所有，则应科以 10倍之罚金；

倘窃贼无以为偿，则应处死。”据此可知古巴比伦王国

A．社会成员开始分化 B．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

C．法律制度很不完善 D．用法律维护等级秩序

9．庄园由农奴……而不是奴隶耕种。……但他们耕种分到的土地用以谋生，而且通常不能加以剥夺，所以

他们的处境比奴隶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尽管许多农奴的命运肯定相当艰难，但他们很少完全听凭他

们的领主随意支配打发。这本质上反应了

A．农奴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B．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C．中古西欧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D．农奴不在依附于农奴主

10．1698—1700年，威廉运用外交特权与法国国王签订了两份瓜分西班牙帝国的条约，引发英国贵族阶层

普遍不满。他们认为条约不符合英国利益，君主外交特权存在不合理性。在 1701年初召开的议会中，威廉、

托利党、辉格党从不同立场出发，共同变革了这项特权。材料现象表明

A．英国政党政治成型 B．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发展

C．国王外交权被剥夺 D．责任内阁制已基本形成

11．1947年 10月 30日，美国等 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它



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

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

A．是美苏冷战的必然产物 B．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反思

C．建立起永久性贸易体制 D．是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表现

12．2023年 3月 10日，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因各种由来已久、成因复杂而断交了 7年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两国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美国则公开表示，沙特伊朗之所以会谈判，也是因为内部压力，

而不是外部的因素。这表明

A．美国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基础 B．大国博弈竞争影响国际关系

C．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民族矛盾的和解 D．儒家文化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第Ⅱ卷（非选择题）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3小题，共 52分。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分）

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 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

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 世纪下半期开

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 17 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 18 世

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 19 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

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 150 年。凭借储量丰富

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 1899 年拥有各类舰艇 472 艘，总吨位达到约 126.6 万吨，大大

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 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

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

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 1910 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

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 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

1950 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

进入 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

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

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能源转型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10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引领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原因。（8分）



（3）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时期。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能源发展之路。（7分）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活动和社会发展国然有其内在的社会规律，但外部的环境因素，尤其

是气候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充分考虑气候条件的作用，可以得到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做出更合乎历史

规律的阐释。

——徐和阳《历史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的研究综述》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围绕“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

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15．2020年 5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5分）

材料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体系：一是罗马式民法典体系，其编纂体

系被《法国民法典》接受，将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法、财产权取得法三编。二是德国式民法典体系，该

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但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

巴特就提出《德国民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偏向，这种重财轻人的特色使关于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

关系的法大大退缩于财产法之后。

一百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强化对名誉、肖像、隐私、个人

信息等人格权益已经成为民事立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从民法典编纂开始，就确立了“编纂一部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

我国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共计 1260条。

与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有三大创新，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

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实现了以人为本

的价值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回应了时代之问。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

（1）依据材料，简析中国民法典与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不同点。（9分）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意义。（6分）



【赢在高考·黄金 8卷】备战 2024年高考历史模拟卷

黄金卷 02·全国卷新教材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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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答案】（1）特点：开始早，发展快，引领世界；从生活领域逐渐扩大到工业领域。（任答 2点，每点 2

分，共 4分）

影响：解决能源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军事力量，促进对外殖民扩张；便利了民

众的生活；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任答 3点，每点 2分，共 6分）

（2）原因：石油储量丰富；科技进步，炼制技术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汽车等迅速发展，石油

需求量扩大。（任答 4点，每点 2分，共 8分）

（3）道路：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科技创新实现石油、煤炭等传统能

源的清洁利用；加强国际合作和战略能源管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能源市场机制。（7分）

14．【答案】示例一：

论题：气候变化与中原地区政权稳定存在一定的联系。 （2分）

阐述：西周时期，气候出现第一个寒冷期，少数民族活动频繁，公元前 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西周结束，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西汉末年，我国进

入第二个寒冷期，中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北民南迁，少数

民族内迁，当时各方政权对立，战乱不断。隋唐时期气候变暖，农耕文明发展迅速，出现封建社会繁荣的

盛世局面。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气候进入第三个寒冷期，政权混乱，战争频繁，两宋时期周边少数民

族纷纷建立政权与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形成对峙状态。 （8分）

综上所述，气候温暖时期，农耕文明强势，中国多为太平盛世时期；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

兵连祸结，多为朝代更替、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时期。 （2分）

示例二：

论题：两宋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受气温寒冷期影响。 （2分）

阐述：两宋时期，我国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由于天气变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少数民

族活动的区域气温下降，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北方民族陷入困境，少数民族纷纷内迁，较为强大的少



数民族政权开始进攻中原，两宋之际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次冲突，宋朝统治者以称臣纳币等方

式换取政局的苟安。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始终笼罩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之下，最终在漠北游牧民族

的毁灭性打击下灭亡。 （8分）

纵观两宋时期，气温变冷，少数民族活动会相对频繁，中原地区统一王朝受到挑战。（2分）

15．【答案】（1）异：体例不同，法德民法典分别是三、五编制，中国民法典是七编制，将人格权、侵权责

任独立成编；编撰时代不同，前者编纂于近代，后者编纂于 21 世纪；性质不同，前者是近代资本主义民法

典，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法典；特点不同，前者是“重财轻人”，后者是以人为本。（答出三

点即可）（任答 3 点，每点 3分，共 9分）

（2）意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其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

立 70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

明建设有益成果；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支撑国家制度与国家

治理体系。（任答 3点，每点 2 分，共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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