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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优课 2021 考前八套卷（六）

历 史

截止提交日期：2021.5.15

2021.05.07 出题人：刘勖雯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春秋》一书多次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战国时期，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齐桓

公、晋文公富国强兵争霸之术，但孟子回复:孔子的弟子中没有讲述齐桓公、晋文公争霸事

情的人，因此后世没有流传。据此推断，孟子意在

A.融合诸子百家思想 B.倡导仁政治国理念

C.重构春秋争霸历史 D.维护分封宗法制度

2.刘邦曾下诏禁止商人及其子弟为官。汉武帝则不顾汉初以来的传统，任命大量商人出身的

官员为其理财，由中央统一调度商业营运，使国家成为市场最大的商业主体。这一变化反映

出

A．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废止 B．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加强

C．经商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 D．财税来源发生了重大转变

3.下表为吐鲁番出土的武周时期的堰别青苗簿的相关记载。这一记载可以用来说明当时该

地

耕地种类 耕地亩数 自耕 租佃 租田占耕地亩数

官田 101 8 93 93%

寺观田 55 10.5 44.5 81%

百姓田 315 130 170 54%

A．个体农耕方式的盛行 B．寺院经济的急速扩张

C．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 D．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4.北宋时期，山西人司马光主张按照行政区划分配科举录取名额;江西人欧阳修主张按照才

学录取。后来，參加争论的人非常多，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都参与其中。这反映宋代

A.科举选才标准变化 B.社会发展存在区城差距

C.君主专制不断强化 D.地方行政权力逐步扩大

5.明神宗有意放弃皇长子，立宠妃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但受到阁臣与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最

终还是以立长子为太子而告终，没有在立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说明当时

A．官僚政治臻于完善 B．君主专制走向式微林合

C．内阁行使决策大权实 D．传统伦理影响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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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02 年，康有为撰文指出：“法国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今各国之宪

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

康有为意在

A.为戊戌变法运动摇旗呐喊 B.为渐进改良的合理性辩解

C.起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D.揭露法国激进革命的真相

7.1927 年 2 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对青年的信仰做了调查，调查显示：青年们认为如果没

有对“主义”的信仰，会成为“时代落伍者”；不少“新青年”放弃了曾经信奉的吴佩孚“三

不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转而信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现象表明

A.革命统一战线促使青年觉醒 B.思想解放是国民革命的前提

C.青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D.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即将破裂

8.创作于 1943 年的木版画《减租会》描绘了农民与地主激烈争论的场景，该木版画反映的

历史事件

A.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 B.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C.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 D.适应了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

9.1950 年，中国的铁路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不到五分之一，新疆、青海、宁夏和四川等内

陆省份没有铁路。到 1957 年，全国铁路线长度翻了一番以上，这些内陆省份都有铁路通到

中国其他地区。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

A．已着手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B．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C．铁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凸显 D．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初见成效

10.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

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邓小平这一讲话旨在

A.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路线

B.尽快推进全国性教育改革

C.保证国家政策的和缓过渡

D.加快推动现代化建设步伐

11.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立刻成为法律并得到执行。伯罗奔

尼撒战争以后，雅典组成 500 人的法律编纂委员会及由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组建的专业委员

会，负责搜罗和审查有关法律，两委员会完成审查后，方可张榜公布。这说明

A.公民大会权力受到一定限制 B.法律解释权力发生转移

C.民主政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D.上层精英垄断了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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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近代史学家陈衡哲在《西洋史》中用下图来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冲突势力。

此图可用以说明当时英国

A．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 B．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C．革命力量有强大优势 D．宗教改革蓄势待发

13.受牛顿力学体系的影响，洛克提出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主张；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

响，斯宾塞提出了证明白人殖民扩张合理性的理论。这说明近代自然科学

A．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B．适应了西欧早期殖民扩张的需要

C．客观上传播了资产阶级价值观

D．推动了西欧思想解放潮流的理性发展

14.从 1931 年开始，实行配给制的苏联将国营“外宾商店”向苏联公民开放，只允许使用黄

金或外汇购物、并在欧美多个城市发布广告，其中。一则广告语为“俄国的凛冬已至，向外

宾商店汇款能让你们在苏联的亲戚朋友买到暖和的衣服、鞋子、衬衣……”。苏联此举旨在

A.借助危机进行政治宣传

B.为工业化筹集所需资金

C.部分地延续新经济政策

D.调整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15.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是斯大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手段，到 1937 年时拖拉机站已发展到

5818 个，与此同时在各拖拉机站普遍设立政治部，派遣数万名城市和工厂骨干人员担任政

治专员。拖拉机站政治部的设立

A.促进了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B.加强了国家对农庄的控制

C.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

D.为工业化完成创造了条件



第 4 页 共 6 页

注：石墨文档提交后，请退出或刷新重进一

下查看是否已经保存

二、非选择题（注：19 题为新高考地区加试试题，新高考地区必做，非新高考地区可以不

做）

如果是图片上传作答，请调整图片为正确方向再提交，否则按零分处理。
1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5 分）

材料一 面对农业的持续萧条，罗斯福政府先后两次颁布《农业调整法》，通过削减耕

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等方式维持粮食价格，不致出现“谷贱伤农”。其次，政府还向遭受自

然灾害的农场主提供援助，1933—1937 年仅因干旱而给农场主的援助就达到 10 亿美元。同

时，为解决农业过度开发和农产品过剩等问题，罗斯福政府还通过立法和推广应用新技术等

形式，采取了如退耕还林等措施对农业资源进行保护，到 1940 年，新政把相当于 1930 年耕

地面积 1／6 的土地从农业生产中撤出来，并予以绿化。此外，美国政府还专门拨出经费，

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体系，从而大大提升美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力量。

——摘编自曾中平《罗斯福农业政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民由此获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粮食产量不足的困境，初

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多次给乡镇企业以政策支持，使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动力。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从全局出发先后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乡村振兴”等农村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21 年 2 月 25 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

——摘编自孙竹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政策历史演变和新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斯福农业政策的特点，并予以评价。 （13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罗斯福农业政策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

业政策的不同之处，并简述其意义。（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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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图片上传作答，请调整图片为正确方向再提交，否则按零分处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表 1 1700~1819 年英国原棉进口总值统计（单位：万磅）

时间 1700 1720 1760 1780 1800 1819

总值 139.6 19638 235.9 687.7 5601.1 14974

表 2 1780~1830 英国棉纺织品出口总值统计（单位：万磅）

时间 1780 1790 1802 1810 1820 1830

总值 35.506 166.2369 726.4505 1895.1994 2253.1079 4105.0969

——摘编自马端映、杨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等

1720~1800 年英国纺织业发明数量及专利总数（单位：项）

——摘编自常悦、何朝安《近代英国的技术专利制度——从纺织技术角度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述三个图表中提取两条或三条具有逻辑关联的信息，自

拟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要求:信息准确，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

清晰。)

如果是图片上传作答，请调整图片为正确方向再提交，否则按零分处理。
18.（15 分）【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出口商品主要包括粮食，亚麻、兽皮、皮货、木材等，粮食占

出口额的 35%以上；进口商品主要为工业品，即工厂所需的机器和设备、颜料、皮棉、煤。

从 1822 年起，俄国对进口商品实行高关税，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进行限制。农奴制改革后，

俄国的出口结构中，农产品仍然占最大份额，粮食占出口额一半以上，主要出口英国。由于

工业急需金属、机器和设备，俄国降低了保护关税税率，使进口机器的支出由 1861—1865

年的 730 万卢布增加到 1876—1880 年的 4 680 万卢布。到 90 年代，与改革前相比，俄国对

外贸易额增加 2倍以上。

——摘编自（苏）B.T.琼图洛夫等编《苏联经济史》

（1）根据材料，概括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对外贸易的变化。（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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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图片上传作答，请调整图片为正确方向再提交，否则按零分处理。
【新高考地区必做，非新高考地区可以不做】

19.（14 分）读书笔记是我们阅读历史著述时经常用到的方法，下面是一位学生在阅读

历史著述时整理的读书笔记。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

书名：秦汉魏晋史探微

篇名：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作者：田余庆

文章第一部分的史料及观点：

年

代
史料 作者对该文献的见解

西

汉

初

年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五星占》（1973 年出土）
用“张楚”纪年而不用秦二世年号纪年。

汉

武帝时

期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陈涉世家》

不用农民政权“张楚”而用“楚义帝（楚国宗室）”

纪年。本纪（帝王传记）不立陈胜而立项羽，以项羽代

表楚的正统。把陈胜安排在世家（诸侯传记）之中。

东

汉

《汉书·陈胜项籍（即项羽）

传》

陈胜、项藉合为一卷入列传（人臣传记），反映了

东汉时期人们对陈胜、项羽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

本部分学习总结：汉朝不同时期，人们对张楚政权的历史作用认识不同。而客观看来，

张楚亡秦之功不可忽视，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张楚”在汉代不同阶段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原

因。（6 分）

（2）从史料运用和史料价值的角度，分析作者在阐释“张楚”问题时不同史料的利用。

（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