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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中学 2021 级高三上学期 10 月半月考

历史试卷

一、单选题（共 16 题，48 分）

1．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男子墓内多陪葬

有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陪葬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据此可推知，新石器时代

A．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出现 B．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明显

C．男子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D．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2．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屈民以申君”，要求臣民必须服从君主；同时也提出“屈君以申

天”，君主必须要服从天意。只要君主的行为合乎“天道”，就可以永保太平。这些主张

A．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B．确保了西汉政权的稳固

C．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仁爱思想 D．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3．南北朝时期，南朝官员陈庆之（484—539）最初认为：“魏朝甚盛，尤曰五胡，正朔

相承，当在江左。”但他出使北魏目睹洛阳风貌后却感慨道：“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这一变化表明

A．北魏政权更选频繁 B．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C．南北文化隔阂增大 D．北魏改革成效显著

4．唐代大和四年（830年）以后，朝廷实行户帖的制度。户帖是由县一级政府下发给

具体的税收征管人员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户帖以登记的形式把每户的资产固定下来，

使百姓能够以客观的载体寻找资产归属和所有者。据此判断，唐代实行户帖制度反映了

A．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加深 B．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加强

C．朝廷已经推广实施了两税法 D．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5．《梦粱录》载：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靠近行都（临安），“二百年户口蕃

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濮院镇，北宋为一草市，高宗时，

曲阜濮氏扈从南下卜居于此，以农桑、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遂置镇。

这反映出南宋时期

A．市镇兴盛深受时局影响 B．四民社会秩序遭到了冲击

C．重农抑商政策渐趋松弛 D．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转型

6．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买及下海者，

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私自贩卖硫磺五十斤，焰硝一百斤

以上者问罪，硫磺入官，卖与外夷者，不拘多寡，处以绞刑”。此律旨在

A．贯彻海禁政策 B．保障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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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抑制商业发展 D．增加财政收入

7．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移民趋向，主要是从人口稠密的大河下游三角洲

地区向大河中游和上游山地逐渐推进。促进移民具有这一趋向的主要原因是

A．外来农作物的传入和推广 B．人口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C．政府严格实行海禁政策 D．初步出现区域经济分工

8．明末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描绘了一些商人的形象，如卖油郎秦重因其卖货不缺斤

少两，为其之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营基础。普通商人吕大郎，偶然拾得二百两白银，

仔细寻访，物归原主。材料中这些小说对商人形象的描绘

A．表明商品经济领域出现新现象 B．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

C．反映了传统社会等级结构松动 D．体现了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

9．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广东虎门之战后，省城各官家眷，先行逃避，人心惶惶。

御史骆秉章奏曰：“城乡内外民铺户十迁八九，内地匪徒肆行劫掠，难民有被抢去财货

者，有掳去妇女勒赎者，伤心惨目，不可言状。各处会匪乘机扰害，或千人，或数百人，

白昼抢劫村庄。”这能够说明

A．政府职责缺位加剧了战乱 B．英法联军引发社会危机

C．政府腐败造成了内忧外患 D．阶级矛盾导致民族危机

10．咸丰、同治以后，一大群汉族士大夫成了封疆大吏。他们跟以往的督抚不一样，不

仅自己手里有军队，而且通过收取厘金壮大了地方财政。在这些督抚控制区域，一个个

现代化企业破土而出，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篇章。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

A．太平天国运动 B．洋务运动

C．戊戌变法 D．义和团运动

11．荣氏兄弟 1900年在无锡创业时，地方士绅告保兴面粉厂的烟囱有碍文风。官司从

无锡打到常州，从常州打到南京。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

烟囱即隔城垣，何为文风有碍。”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反映了

A．四民平等的政治局面逐步形成 B．各级政府贯彻鼓励实业政策

C．洋务运动的经营模式日益推广 D．封建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12．1875年 2月，英国人马嘉理擅自带领英军闯人云南，因枪杀当地居民被民众反击

打死。李鸿章处理该案时说：马嘉理未经中国同意，擅领军进中国内地，“不独有违条

约，亦显悖万国公法。中国自主之国，岂容他国无故调兵入境？”可见，李鸿章在处理

马嘉理案时

A．借国际法实行妥协退让 B．揭露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C．竭力维护中国民众权益 D．已经具有近代外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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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30年以前英、法、美和日本四国在华银行历年设立情况统计表（含在华总行及

其分行。单位：家），以下相关解读，正确的是

甲 乙 丙 丁

1894年前 16 2 0 2

1895—1913年 5 15 5 33

1914—1930年 11 13 40 103

A．甲为美国 B．乙为英国 C．丙为法国 D．丁为日本

14．有学者指出：在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想尖锐冲突的当时，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就

很注意从传统中汲取自卫和反击的力量。他们把从先秦直到清末，肯面对事实、肯作独

立思考的人都引为同道，把一切“异端”都努力发掘出来。据此可知，新文化运动

A．试图调和中西文化冲突 B．摧毁了封建旧文化的社会影响

C．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D．积极寻求社会转型的思想资源

15．下面是马星驰创作于 1913年 11月 9日的漫画《国民党之今昔》。该漫画反映了当

时

A．推翻君主专制迫在眉睫 B．民主革命道路曲折

C．国民政府完全陷入孤立 D．军阀割据烽烟又起

16．1912年 3月 2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

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这种以官职、先生、君来替代“老爷”“大人”

之称，在当时的意义在于

A．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B．传播民族主义的理念

C．用自由平等精神来否定封建主义 D．否定君主专制的制度

二、材料分析题（共 4 题，52 分）

17．（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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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

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

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

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

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

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

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

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

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

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

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

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

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

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

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 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其意义。（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6分）

18．（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甲午战争后，

伴随妇女的逐渐觉醒，妇女解放作为变法图强的一部分，将矛头指向封建陋习。不缠足

运动引起国人的思考，废除缠足成为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时期

提出的废缠足、兴女学这两项措施，拉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促进了社会

变革。戊戌变法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由男性倡导发起的，各种妇女解放的问题是由男性

提出的，女性成为男性的跟随者。

——摘编自张晓宇《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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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中国古代儒家教育倡导学生游学，“以广其闻见”，至清末，很多新式学

堂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面

进行制度化设计，其中“远足会”，是比较通行的活动。1907 年 9 月，湖州的各个中

小学堂组织了一次“远足会”，各教员分队督率自己学校的学生，“且步且歌，声容步

伐，颜见整齐”。同年，山阴县学堂举行“远足会”，“与地理、历史、物理上有关系

者，无不留心考察。”学生们在“远足会”之后，还要写“远足记”。有学生写道：“经

过烽火墩，登其巅，觉空气清新，百倍于寻常”；还有学生在远足上海法租界后写道：

“上海乃吾国之土地…租界之权，皆为外人所管辖，反客为主。名为租界，实与割地无

异。”

——摘编自李成晴：《远足：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从游”》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戊戌变法期间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远足会”的作用。（6分）

19．（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

抗争。1898 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

1909 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

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 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

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

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

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 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

快制糖业发展。1906 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

本糖品产量增长了 3 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

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1) 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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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曾有人言道：询问是谁赢得了某场战争，就仿佛在询问是谁战胜了旧金山地震。在

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一命题，即在战争中不存在真正的胜利者，而只有

程度不同的失败者。然而，战争是否也与地震一样，是人类智慧所无法控制和消除的自

然现象呢？虽然很少会有人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无论人类怀着如何高尚的理想，如何

孜孜以求地试图消除战争，却依然只能赢得国家间转瞬即逝的短暂和平。

——《人、国家与战争》

结合所学知识，在解读材料基础上独立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 20世纪相关史实进行

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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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中学 2021 级高三上学期 10 月双周考

历史试卷答案
一、选择题（48分）

1．C 2．A 3．D 4．C 5．A 6．B 7．A 8．D

9．A 10．A 11．D 12．D 13．D 14．D 15．B 16．C

二、材料题（52分）

17．（14分）

(1)主要特点：产生时间早，历史悠久；治理方式多元；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边疆采用和

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因俗而治）；以笼络安抚为主；注重边疆的“拱卫”作用；在“大一统”

观念指导下制定边疆政策。（4分）意义：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有利于民族融合；促进

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扩大了国家疆域，巩固了封建统治。（4分）

(2)原因：西方列强入侵，民族矛盾的加剧；清政府国力衰退，面临财政危机；边疆治理政

策本身的不足，脱离实际；传统边疆观念的束缚；清潮统治阶级对世界形势认识不清。（6

分）

18．（12分）

(1)特点：妇女解放与变法图强相结合；以废除缠足为重要标志；由男性倡导发起，女性成

为男性的跟随者。（6分）

(2)作用：弘扬传统文化，增长学生见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传播近代教育理念；有助于

增强学生组织性、纪律性和对自然与科学的探索能力；督促和培养学生思考、表达能力；有

益于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家国情怀，培养爱国主义情感。（6分）

19．（14分）

(1)相同：①政府积极扶持；②学习他国制糖技术；③重视甘蔗等制糖原料的供应（或原料

基地建设）。（6分）

(2)结局：中国制糖业发展成效很小；近代以后日本制糖业发展迅速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2分）启示：①民族独立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前提；②技术创新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③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④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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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分）

示例：

观点：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论证：战争一直是人类命运的最大威胁。20世纪以来，世界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巴尔干半

岛内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战后成立

了国际联盟，构建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维护世界和平。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

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世界的和

平仍处于“火山口上”。一战结束仅仅过了 21年，1939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二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为维护世界和平，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构建了雅尔

塔体系，但世界仍处于缓和与紧张、和平与动荡并存的局面，战争并未消除。

战争究其根源，财产私有制及其导致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以及领土争端、种族矛盾、信

仰分歧等是内因，帝国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和军火集团的推动是战争的外因。归根结底，

战争的发生在于对立集团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和分歧，没能构建起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

要让战争消亡，人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包容是关键。习近平

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人类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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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卷答案
一、选择题（48分）

1．C 2．A 3．D 4．C 5．A 6．B 7．A 8．D

9．A 10．A 11．D 12．D 13．D 14．D 15．B 16．C

二、材料题（52分）

17．（14分）

(1)主要特点：产生时间早，历史悠久；治理方式多元；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边疆采用和

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因俗而治）；以笼络安抚为主；注重边疆的“拱卫”作用；在“大一统”

观念指导下制定边疆政策。（4分）意义：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有利于民族融合；促进

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扩大了国家疆域，巩固了封建统治。（4分）

(2)原因：西方列强入侵，民族矛盾的加剧；清政府国力衰退，面临财政危机；边疆治理政

策本身的不足，脱离实际；传统边疆观念的束缚；清潮统治阶级对世界形势认识不清。（6

分）

18．（12分）

(1)特点：妇女解放与变法图强相结合；以废除缠足为重要标志；由男性倡导发起，女性成

为男性的跟随者。（6分）

(2)作用：弘扬传统文化，增长学生见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传播近代教育理念；有助于

增强学生组织性、纪律性和对自然与科学的探索能力；督促和培养学生思考、表达能力；有

益于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家国情怀，培养爱国主义情感。（6分）

19．（14分）

(1)相同：①政府积极扶持；②学习他国制糖技术；③重视甘蔗等制糖原料的供应（或原料

基地建设）。（6分）

(2)结局：中国制糖业发展成效很小；近代以后日本制糖业发展迅速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2分）启示：①民族独立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前提；②技术创新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③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④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6分）

{#{QQABTYaEogAgAABAAAhCEwFSCAOQkBCACKoGBFAEsAABgRFA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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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分）

示例：

观点：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论证：战争一直是人类命运的最大威胁。20世纪以来，世界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巴尔干半

岛内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战后成立

了国际联盟，构建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维护世界和平。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

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世界的和

平仍处于“火山口上”。一战结束仅仅过了 21年，1939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二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为维护世界和平，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构建了雅尔

塔体系，但世界仍处于缓和与紧张、和平与动荡并存的局面，战争并未消除。

战争究其根源，财产私有制及其导致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以及领土争端、种族矛盾、信

仰分歧等是内因，帝国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和军火集团的推动是战争的外因。归根结底，

战争的发生在于对立集团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和分歧，没能构建起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

要让战争消亡，人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包容是关键。习近平

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人类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QQABTYaEogAgAABAAAhCEwFSCAOQkBCACKoGBFAEsAABgRFAB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