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文科综合试卷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3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第 I 卷（选择题 共 140 分） 

本卷共 3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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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下表所示为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墨四家学说的相关论述。据此可推知，四家学派的 

 
A.具有同源异流的特征 B.背离了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 

C.勇于突破礼制的束缚 D.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诉求 

25.下表所示为有关西汉初期粮食价格的文献记载（部分）。对表格信息解读合理的是 

 
A.时代越近的记载越可信 B.种植结构影响粮食价格 

C.史官的记载真实性更高 D.经济数据需要慎重核验 

26.唐初，以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为皇帝常服，后来皇帝常服“渐用赤黄”，“遂

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此后，赭黄就成了皇帝御用的颜色。这一变化反映出 

A.尊卑等级秩序的建构 B.色制度体系的完善 

C.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D.中枢机构的运行成熟 

27.明万历时期（1572~1620 年），传教士罗明坚、金尼阁等携带了“七千西书入中国”，然而这

些来自异域的书籍只是“对于相当敏感的士人”产生了“压迫感”和“异样感”。“中国保持着平静的 

心情·····那些曾经挑战并震撼了中国的西洋文明在蛰伏着。”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A.传统经济模式难以撼动 B.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C.科举制度禁锢人们思想 D.西方思想受到士人排斥 

28.王韬的《弢园老民自传》中记载：“时（1848 年）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

印书······后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这说明当时 

A.列强对华商品输出扩大 B.民族企业采用机器生产 

C.中国沦为世界市场附庸 D.机械印刷媒介传入中国 

29.1919 年 4 月 17 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其影响下，湖南

省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崇新学社、新社、俄罗斯研究会、健学会、

湘西文化促进会等。可见，新民学会的成立 

A.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B.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C.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 D.使湖南成为新思潮的中心 

30.1934 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第六届五中全会，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将实现一省或数省 



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这一认识 

A.否定了“工农武装割据”B.导致中国革命严重受挫 

C.指导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D.符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31.在 1978 年 7 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 

独立地位，使他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这一 

主张 

A.论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B.有利于推动国营企业改革 

C.指出了建立市场机制的紧迫性 D.贯彻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 

32.古代雅典鼓励公民充当公共利益诉讼的起诉者，被告若被判有罪，受到罚款或财产充公的

处罚，原告可以获得罚款的一部分作为奖励。这一举措旨在 

A.培育公民的城邦意识 B.维护公民个人的正当利益 

C.强化对执政者的监督 D.打破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 

33.18 世纪，法国思想家梅里叶无情地揭露封建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罪恶，他把未来的社会描绘

成自由公社的联盟，人人都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都以平等的权利享受一切社会财富。这一思

想 

A.与孟德斯鸠的主要主张相同 B.深受巴黎公社革命的启发 

C.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基本要求 D.成为法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34.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曾上映一部名为《奔腾年代》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匹叫作“海洋饼干”

的矮腿残疾马逆袭的故事，其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无人不晓。“海洋饼干”甚至和罗斯福一起登 

上了 1938 年的“美国新闻人物榜”。这主要是因为该电影 

A.满足了人们追求刺激的欲望 B.讽刺和批判美国的民主制度 

C.反映了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D.有助于慰藉人们的心灵创伤 

35.二战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除了加强区域合作外，还经常一起召开会议呼吁解决国际争端， 

反对霸权主义。20 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联合起来反对强权 

政治。这些现象 

A.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B.反映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C.表明国际上意识形态分歧很大 D.体现出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 

第 II 卷（非选择题共 160 分） 

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36 题～第 42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43 题～第 47 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晚清时期，西洋体操首先在新式军队中引进。张之洞曾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 

其国昌。”其中，1904 年公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初等、中等和高等学堂体育场地进行 

了具体规定，清政府还通过《操场规则》对《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场地设施的要求进行落实。 

民国时期，政府以健身、娱乐为目的来制定我国体育设施相关政策，1929 年颁布的《各县市 

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和《国民体育法》以及 1932 年后各条例的出台，使体育设施按行政层 

级逐级建立起来。1935 年前后的体育场地比 1934 年增加了近一半；1945 年，行政院核准的 

《国民体育实施计划》等，均对各省、市、县及乡镇体育场地进行具体规定并要求按年限建成。 

——摘编自孙成林《晚清至民国体育设施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49 年 10 月，在中华全国体育筹备会上，朱德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

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大会还指出，要把体育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结合

起来。1956 年，国家体委提出了“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1959 年，周恩来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1979 年制定的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



育“优先发展”战略，奠定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1992 年以来，党和政府

又提出了结合中国特色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2005 年，体育总局出台了 

《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体育主题。 

——摘编自孙德红、田雨普《新中国体育发展战略重点调整轨迹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发展体育的措施，并指出其目标的变化。（10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并谈谈你对体育 

事业发展的认识。（15 分） 

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 

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目录中的标题（一个或多个），自拟一个论题，并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

（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请考生从 2 道地理选考题、3 道历史选考题中每科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每科按所 

做的第一题计分。 

4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 

常平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平粜法和平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粮食仓储制度。

该制度的正式提出和实施是在汉宣帝时期，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朝廷在边疆地区修建粮仓，

当粮价低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当粮价高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常平仓除了

具有调节粮食供求、保护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外，还增加了建立国家战略粮食储备、

维护边疆稳定等新功能，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效仿的对象。常平仓制度以粮食为主要调控对

象，充分体现了传统的民本治国理念。学习和借鉴常平仓居安思危的战略储备思想，将粮食、

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进行储备，对当今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王静峰、王金辉《论常平仓制度的起源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汉代建立的常平仓制度的特点。（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粮食仓储制度改革的历史作用。（9 分） 



46.[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 分） 

材料 

九一八事变之前，裕仁天皇就知道关东军欲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的蓄谋；事变后，裕仁天

皇对内阁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完全认可；尤其是对高级军

官的擅权妄为、违宪违法的行为，没有批评，更无追究和处罚，这促使日本军权不断膨胀，加

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完备。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社会包括民众阶层掀 

起远比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要狂热的参军热、捐款捐物热等狂热举动。1932 年年初，裕仁

天皇称赞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果断神速”，对关东军的暴虐行动表示“深嘉奖其忠烈”。 

1932 年 1 月，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裕仁天皇批准日本海军向上海增兵，直接操控上海 

战事。同年 6 月，裕仁天皇下达敕令，明令关东军保护“满洲国”。日本财阀也不断遭受社会右

翼及军人法西斯势力的冲击，甚至是生命威胁，各财阀以“机密费”“军事献金”等形式去迎合军

部，并乘机向中国东北伸出触角，以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沉重打击，同时相机将财

阀人物塞进军事独裁政府，形成武力与资本的结合。 

——摘编自胡德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裕仁天皇的对华政策。（7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九一八事变给日本带来的影响。（8 分） 

4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

主义，1919 年，席卷中国的五四狂飙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李大钊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李大钊相继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前，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李

大钊提倡自由，反对帝国主义，倡导立宪政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在研究、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积极向工人和学生传播马克思

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辩论，积极筹备建党。1922 年 8 月到 1924 年初，他受党的委

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1927 年 4 月，在反动

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但始终坚贞不屈、大

义凛然，最终惨遭反动军阀杀害。 

——摘编自张睿《五四前后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的角色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角色变化的原 

因。（9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