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朝阳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质量检测

高三历史试卷 2019.1

（考试时间 90 分钟 满分 100 分）

第Ⅰ卷 （选择题 48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古代雅典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必须到公民大会就城邦事务进行投票；任何公民不能拒绝

担任官职；发生争论时，公民不得中立，否则将予以严惩。这一规定

A.体现了轮番而治的原则

C.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限制了雅典人的自由

D.以法律规范公民参政

2.雅典民主是仁人志士在平民支持下，经历 200 多年曲折发展、不断创新的产物。该制度

①适应了小国寡民的城邦

③反映了民主历程的艰难

②体现了直接民主的特色

④具备了现代民主的内涵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3.普罗塔哥拉说：“我不能断定神是否存在，认识神，障碍众多，第一是对象不明，第二

是人生短暂。”据此可知，普罗塔哥拉

A.崇尚自然哲学 B.追求美德之善 C.强调人的价值 D.向往世俗生活

4.下列政体形式体现的是

执政官：两名，权力相等；

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一切政

令必须经两人同意方可执行

元老院：国家决策机

构；由贵族组成；共商政

事、少数服从多数

公民大会：平民皆可参

加，负责选举公职人员和审

议元老院拟订的提案

A.君主制 B.共和制 C.元首制 D.寡头制

5.罗马统治者于前 242 年开始任命专门审理涉及臣民案件的裁判官，由其参照公民法中对

罗马公民和非公民共同适用的内容进行审理，他们颁发的告示逐步成为罗马法的新因素。这反

映出

A.公民法开始成为罗马的基本法

C.罗马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丰富

B.执法者享有任意裁判的权力

D.查士丁尼法典使法律完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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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选举情况

1871 年 2 月 在 645 名议员中，主张君主制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共占 420 名，自由派占

80 名，共和派仅占 145 名（包括激进共和派不足 40 名）

1871 年 7 月 议会补缺选举，共和派在 39 个省区胜利，获得 114 席的 99 个席位

1874 年 5 月 共和派与其他各派联合，促使布罗伊内阁倒台

1875 年 1 月 共和派与各派妥协，以一票多数勉强通过了第三共和国宪法

6.英国贵族于 1215 年联合起来迫使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规定“不经臣民同意，国

王不得在规定的贡款之外征税；由 25 名贵族组成委员会，负责召开会议；国王不得随意侵犯

贵族的人身自由等。”这些规定体现了

A.臣民参与监督王国的政务

C.议会与国王实行集体统治

B.议会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

D.议会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

7.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初，只有拥有一定地产的成年男性才有资格当选为议员。1830

年，只有不到 10%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到 1969 年，英国才规定凡是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

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下院的选举。这反映出英国的政治民主化

A.由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过渡

C.由地域范围向性别范围扩展

B.由财产限制向公民身份扩大

D.由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

8.美国 1787 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拥有立法、征税、管理州际和国际贸易、发行货币、

统领全国军队、对外宣战和缔约等主权，有权强制各州实施联邦法律。宪法中未列明的权利属

于各州或人民，各州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法律。由此可知，当时美国

A.坚持天赋人权和联邦制原则

C.限制了两党操纵选举的局面

B.分权制衡有效防止专制暴政

D.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9.据学者研究，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国会选举情况如下：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法国

A.政治局势动荡，政体变化频繁

C.巴黎公社失败，帝制全面复辟

B.共和帝制角逐，议会斗争激烈

D.社会经济发展，农民支持共和

10.拿破仑占领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取消教会和贵族特权；废除农奴制，

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拿破仑此举

①荡涤了德意志封建割据势力

③传播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

②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

④滞缓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1.1867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开始实施的宪法规定：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

久主席，拥有行政、对外宣战及媾和的权力，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向

主席负责。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代表组成，议长由总理兼任。下院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

方法选出，下院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上院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此次改革

A.实践了英国式君主立宪制 B.确立了德意志的民主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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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D.加强了联邦议会对政府的监督

12. 1497 年，英国卡伯特父子发现了一块“新发现的大陆”，即纽芬兰岛。16 世纪，荷

兰航海家巴伦支三次航行北冰洋地区，留下了详细的航行记录和准确的航海图。17 世纪初，

效力于荷兰的英国人哈得逊多次向西北航行，探索经北冰洋通向亚洲的航路。这些海上探索

①拓展了欧洲人对地球的认知

③形成了“三角贸易”商业圈

②促进了大陆与大洋间的直接联系

④推动了股份合资企业的广泛建立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3.十五、十六世纪，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

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

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一状况反映了

A.专制王权国家最早开始海上探险

C.西欧国家顺应了资本积累的需要

B.殖民探险者与专制君主遵守契约精神

D.专制王权与资产阶级形成利益共同体

14.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其共同点在于两国

①占据向海外发展的地理优势

③积累了长期航行的丰富经验

②具有寻求新航路的精神动力

④建立了技术发达的手工工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5.
地理大发现

文艺复兴

符合上图 的内容是

宗教改革

A.为创造现世幸福而奋斗的进取精神

C.人文主义者谴责天主教教会的腐败

B.研究基督教原始教义形成新教教义

D.西欧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制度形成

16.中世纪的绘画只能围绕着《圣经》的故事来表现，耶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姿态、

表情都是固定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包括耶稣，都没有圣光，取而代之的是

自然的窗口光；所有人的形态与常人无异。这一变化反映了

A.宗教绘画技法的改变

C.绘画揭示了自然人性

B.绘画摆脱了宗教题材

D.科学方法融入了艺术

17.文艺复兴为古典文化注入了时代精神，具体表现在

①提升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 ②追求现世幸福，探索自然奥秘

③反对禁欲主义，揭露教会堕落 ④崇尚信仰自由，提倡勤劳节俭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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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姆斯大

会召开，马丁·路
德和他的支持者

站在一起与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辩

论的场景

观察上图辩论场景，可以得出的直接认识是

A.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在知识阶层传播

C.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与现世

B.德意志建立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

D.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民众的质疑

19.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

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

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

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他们”是

A.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

C.宗教改革的新教先锋

B.文艺复兴的艺坛三杰

D.启蒙运动的思想巨人

20.从 1760 年到 1860 年，英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20 倍。1850 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

世界的 1/3，对外贸易占全世界的 21%。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生铁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煤炭

占 1/3。英国成为全世界机械设备和各种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国。这说明英国当时

A.纺织技术革新推动工业的进步

C.城市化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B.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D.民主化改革推动工业革命

21.马克思指出，“自 18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

界限的冲击”，“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

这反映出

A.圈地运动对农民生活习惯的冲击

C.工厂制度的实行突破了自然界限

B.手工工场改变了人们的作息时间

D.行业组织的发展规范了社会生活

2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

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

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据此得

出的认识正确的是

A.世界历史是多元文明生长和衰亡的历史

C.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

B.物质生产推动历史横向发展形成世界史

D.纵向发展的世界历史制约着其横向发展

23.英国政府在 1834 年颁布《济贫法修正案》，1842 年颁布《矿井法》， 1844 年颁布《工

厂法》，1847 年颁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8 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9 年废除《航

海条例》。这反映了当时英国

A.建立代议制度以推进民主政治

C.实行自由主义政策以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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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实 结 论

A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阶级和实践基础

B 1847 年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C 1871 年巴黎公社建立 宣告了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D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工人阶级建立理想制度的第一次尝试

24.沙皇政府在 1861 年改革时期颁布法令，规定把农民组织在原来的村社中，村社实行连

保，村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村社上面设置一个由地方

贵族担任的调停人，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措施旨在

A.塑造农民的集体主义的观念

C.强化村社管理保障地主利益

B.剥夺村社农民的人身自由

D.由村社取代基层行政管理

25.下图反映了英国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这一变化说明工业革命

A.造成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C.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B.使生产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D.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26.下列各项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27.从 1921 年至 1928 年，苏俄（联）原来破败不堪、奄奄一息的经济，很快恢复了起来，

人民生活也迅速得到了提高。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

A.没收地主土地，鼓励农业生产

C.允许私人经营，恢复商品市场

B.实施计划经济，优先发展工业

D.削减农业税收，扩大谷物生产

28.叶·利别尔曼于 1962 年 9 月在《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提出以

“经济手段”，即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生产，以提

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观点，学术界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当时

A.农业集体化政策面临严重困境

C.摒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B.经济改革意在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D.取消指令性计划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29.罗斯福上任后，立即施用新政“药方”，“医治”病入膏肓的美国经济。他的“药方”

是

①提高关税，货币贬值，拓展对外贸易 ②整顿银行，统制货币，恢复金融秩序

③调整工业，公平竞争，缓和劳资矛盾 ④实施救济，以工代赈，扩大社会就业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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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根据下图得出的正确认识是

A.欧洲的分裂与对抗

C.北约与华约的对峙

B.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D.欧共体到欧洲联盟

31.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 2004 年出版的《欧洲梦：21 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中

指出：“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在改变。今天的欧盟，每个国家依旧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但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这体现的政治理念是

A.联合自强 B.多元一体 C.民族融合 D.独立自主

32.

上图所示国际组织

A.是最为成功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

C.是世界多极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

B.延续了冷战思维主导的国际交往战略

D.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52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33 题 26 分，第 34 题 10 分，第 35 题 16 分，共 52

分。要求：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解答问题。）

33.（2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华盛顿常常为部队缺乏供给而困扰。从 1775 年至 1780 年，

大陆会议批准印制了 37 次，计 1.91 亿美元的“大陆币”，各州也开始发行纸币，甚至多于大

陆会议的发行额。这些纸币虽然没有金银等贵金属作抵押，但是当地民众对独立的信心才是最

重要的保证。1775 年 6 月，大陆会议授权发行 600 万英镑公债，同时发行外债，向法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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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点 来 源

1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

2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全球通史》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

4 20 世纪初的世界整体化发展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世界史·现代史》

兰及西班牙借得价值超过 1200 万美元的硬通货（贵金属）贷款。独立战争以 5400 万美元的债

务为代价换来成功。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筹措资金的措施，并说明其作用。（6 分）

材料二 欧洲的传统资本主义强调重商主义，东印度公司以及为政府筹措战费的英格兰

银行，加上巨额资本和海外市场触动的工业革命，代表着欧洲对国富民强的理解。而美国金融

资本主义以发债独立、以债还债，更能够理解资本市场的深意，债务是革命中凝结力量的利益

纽带，是新生的合众国得以巩固并收获信誉的可持续手段。1803 年，通过向国内外发行公债，

美国融资买下路易斯安那。交易兴旺的证券市场随后为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成功融资。至 1804

年，53%的美国公债由欧洲人购得，美国银行 62%的股份也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差异。（8 分）

材料三 1944 年 7 月，美、英、法、苏、中等 44 国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 年

1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成立。至此，一个以美元为中心

的世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了。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伦敦，一位来自纽约的旅客说：“这里的

银行、旅馆、商店都一样，他们看到我们手里的美元时流露出的神情，好像这些美元成了病菌

携带物一般。”在巴黎，出租车上挂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的帽子上

写着“不要美元”。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指出 20 世纪 70 年代伦

敦、巴黎等地“不再接受美元”的原因。（12 分）

34.（1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从材料中选择你赞成的一种观点并简要评析（也可以提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评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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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6～17 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近代科学兴起，被称为“科

学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中所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击了基督教世界观所笼罩的意识形态

和神学体系，引起教廷的敌视。哥白尼阐述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

他的后继者布鲁诺被宣布为“异教徒”，烧死于罗马；通过天文观测证实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

则被判处终身监禁。科学革命形成了重视经验和事实的理性化思维方式，确立了通过观察、实

验、分析、归纳和综合等基本途径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科学革命促进了思想解放，有助

于进步史观的形成和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推动了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材料二 社会信息化，是指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建立有组

织的信息网络体系，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向高效、优

质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社会信息化带给人们便利的生活，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

等，一部手机即可全部解决。“一部手机走天下”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出行时选择的方式。

但是，社会信息化也带来种种弊端。它使保障个人隐私变得越来越困难，诸如美国政府甚至通

过监听计划窃听美国民众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信息；它影响着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各种各样的

计算机、手机病毒让人防不胜防；它让网络成为良莠不齐的各种意见的汇集地，甚至成为个别

别有用心的国家、集团或个人利用的工具；它让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计算机语言以及英语

的冲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科学革命”的背景及积极作用。（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谈谈你对 “社会信

息化”的认识。（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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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D A C B C A B D B A C A D A A C

题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答案 A D D B C B B C D A C B C A B C

北京市朝阳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质量检测

高三年级历史试卷·答案 2019、1

一、选择题（32×1.5＝48）

二、非选择题（第 33 题 26 分，第 34 题 12 分，第 35 题 14 分，共 52 分。）

33.（26 分）

（1）措施：大陆会议与各州政府发行纸币融资；发行无金银贵金属作抵押的内外债券。

（2 分）

作用：激发了民众坚持独立战争的信心，利用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取得国际援助，赢得

了独立战争的胜利。（4 分）

（2）差异：英国：强调重商主义，以政府控制的垄断公司为主，设立国家银行筹措军费；

巨额资本和海外市场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美国：以金融资本和债券立国，巩固并塑造了国家信用；成熟的证券市场为工业革命、

科技创新融资成功；国家公债和银行股份被外国持有。（8 分）

（3）影响：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顺应了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战后世界经济向制度化、体系化发展，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

件。另一方面，美元在该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

利。（8 分）

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进入经济“滞胀”局面，美国经济实力下降，

霸主地位动摇，美元贬值，实行美元与黄金比价的自由浮动；西欧和日本经济发展，实行浮动

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4 分）

34.（10 分）

示例：赞同 20 世纪初的世界整体化发展是现代史的开端。

评析：20 世纪初，世界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爆发的十月革命，建

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斗争与相

互渗透，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曾照搬西方著作，建国后又受到苏联

史学的影响，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据，从全球联系的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所以，

20 世纪初世界走向整体化，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并存，世界向现代阶段发展。（10 分）（10 分）

35.（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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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生产力发展和新的社会需要推动了科学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思想解

放运动使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变化。（4 分）

积极作用：形成了重视经验和事实的理性化思维方式，确立了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归

纳和综合等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打击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和神学体系；促进了思想解放

和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4 分）

（2）背景：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网络体系促进知识共享；经济全球化

的迅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快速增长。（4 分）

认识：一方面，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向高

效、优质发展转型，使世界各国更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信息和生命财

产安全，传播不良信息；使传统文化受到计算机语言及英语的冲击。总之，“社会信息化”是

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正确对待合理利用。（4 分，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