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市 2020 届高三年级第四次模拟考试 

历史试题 

本试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 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120 分，考试用时 100 分钟。 

第 I卷（选择题共 6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

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司母戊大方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辨而制。铸造此鼎，釆用泥范铸造法，包括制

模、雕刻纹饰、翻制泥范、高温焙烧、浇注液态金属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这反映了当时 

A. 青铜器开始作为礼制象征 B. 人工冶铜方法相当普及 

C. 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庞大 D. 青铜铸造工艺水平高超 

【答案】D 

【解析】 

【详解】著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釆用了泥范铸造法，经过制模、雕刻纹饰、翻制泥范等一系列复杂的

工艺流程才铸造成功，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高超，D项正确；材料不能说明青铜器“开始”作为礼

制象征，A项错误；人工冶铜方法“相当普及”在材料中没有体现，B项错误；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庞大”

与材料内容不符，C项错误。 

2.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掌民政；置尉，掌兵事；置监御史， 掌监察，“这

种制度是仿效中央政府的”。据此可知，在秦朝 

A. 君主专制制度创立 B. 三省彼此牵制监督 

C. “三公"分工明确 D. 地方自主权力过大 

【答案】C 

【解析】 

【详解】秦始皇在全国三十六郡的长官设置上，仿效中央政府，用“守”、“尉”和“监御史”，分别掌

管地方民政、兵事和监察，反映出秦朝时期，中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等“三公"分工明确，C 项正确；

材料与君主专制制度创立无关，A 项错误；三省彼此牵制监督是隋唐时期才有的政治特色，B项错误；秦朝

时期实现了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地方自主权力受到了限制，D项错误。 

3.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整顿全国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郡国亦不得铸钱。 武帝以后 100

余年之西汉，共铸铜钱 280亿枚，使国家财政得以安定富实。由此可见，统一货币 

A. 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B. 增加了百姓赋税支出 

C . 消除了地方割据基础 D. 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 



    

【答案】A 

【解析】 

【详解】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使得之后的 100 余年间，“国家财政得以安定富实”，反映了统一货

币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A项正确；材料不能说明统一货币增加了“百姓赋税支出”，B项错误；西汉时期

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没有“消除”地方割据的基础，C项错误；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是在封建社会后期，

D项错误。 

4.北宋儒家学者范祖禹赞扬宋仁宗，认为他“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

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该观点反映了北宋儒学 

A. 具有神化君权色彩 B.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C. 被确立为正统思想 D. 继承孟子“仁政”学说 

【答案】D 

【解析】 

【详解】范祖禹赞扬宋仁宗“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肯定其遵循孟子“民本”思想

的
行为，

反映出北宋儒学继承了孟子“仁政”学说，D项正确；材料中没有体现“神化君权”，A项错误；材料中对

宋仁宗的评价，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无关，B项错误；儒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

C项错误。 

5.军机处始于雍正朝，在乾隆年间获得极大发展并建制化。军机大臣一般由皇帝选内阁大学士充任，但只要

是皇帝的亲信，可以不问出身，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这表明军机处 

A. 挑选学识渊博人员入值 B. 拥有全国政务的决策权 

C. 提高了中央行政的效率 D. 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 

【答案】D 

【解析】 

【详解】军机大臣由皇帝亲选，必须是皇帝的亲信，“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表明军机处的设立进

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D项正确；材料没有说明军机处挑选“学识渊博”人员入值，A项错误；军机处并不

掌握全国政务的“决策权”，B项错误；材料不能说明军机处 “提高了中央行政的效率”，C项错误。 

6.近代前期的国人开始从旧梦中惊醒，接踵而来的是新梦想：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

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与上述国人“梦想”无关的是 

A.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B.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C. “伸民权、设议院” D. “敢有帝制自

为
者，天下共击之" 

【答案】B 

【解析】 



    

【详解】“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分别指的是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A 项学习的是器物，CD 项学习的是西方的制度，都属于“梦想”的

内容。B 项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口号，不属于“梦想”的内容。故 B 项符合题意，排除 ACD 项。 

7.男子被强令剪掉辫子，女子停止缠足；有损人格的跪拜礼被废除，代之以文明简单的鞠躬、握手礼;.取消

“老爷” “大人”等称谓，代之以“先生” “君”等平等的称呼。上述现象 最早出现于 

A. 清朝末年 B. 民国初年 C. 国民革命运动时期 D.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反映的是剪辫易服，变革社会风俗的场景，结合所学，这一状况最早出现于中华民国成立之

后，故 B 正确；A 项处于清王朝时期，不会出现这种强制现象，排除 A 项；CD 项晚于 B 项，排除。 

8.民国初年“新报馆纷纷成立，盛极一时",通俗类报刊更加活跃。在国民政府前 10年， 教育期刊“也幸运

地迎来了一个兴盛发展时期”，此时是期刊数目最多的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 

A. 国人开始创办报刊 B. 通俗类报刊最受欢迎 

C. 政府大力提倡办报 D. 市民阅读消遣选择多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通俗类报刊更加活跃”“此时是期刊数目最多的时期”等信息可知，民国成立后，随着办报热潮

的出现，报刊种类更多，市民有更多的阅读选择，D 项正确；A 项出现于晚清时期，排除 A 项；材料不能

证明通俗类报刊“最受欢迎”，排除 B 项；材料没有涉及到政府的作用，排除 C 项。 

9.观察下侧时事漫画.《革命歌声》，画中一农民正手举锄头“锄”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帝国主义吓得趴在地

上，军阀倒在他身上作 惊恐状。对该漫画主旨理解正确的是 

 

A. 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B. 国共合作出师北伐 

C. 北洋军阀统治覆灭 D. 农民大众支持革命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民正手举锄头„锄‟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可知，这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的

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并获得了工农群众的支持，故 D 项正确；土地革命主要是斗地主，而不是““锄”向帝国

主义和军阀”，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体现国共北伐的信息，且不是材料的主旨，排除 B 项；“覆灭”的说法不

符合史实，排除 C 项。 

10.1984年，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写诗一首赠与邓稼先：二十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 新雷；喜闻戈

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与“二十年前春雷响"相关的历史事件 

A. 标志着运载火箭技术成熟 B. 极大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 

C. 使中国成功步入航天时代 D. 标志着载人航天技术突破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可知，1984 年的“二十年前”是 1964 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原子弹

的试爆成功极大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B 正确；邓稼先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与 ACD 项中所涉及

的领域没有关系，故排除 ACD 项。 

11.下图是中美两国某次外交联合声明的摘选内容。该文件表明 

 

A. 中美两国结束多年敌对状态 B.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C. 中国对外开放获得更大空间 D. 美国已放弃既定的冷战政策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再结合所学可知，该公报是 1972 年发表

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之间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故 A 项正确；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 B 项错误；材料描述的是中外关系的发展而不是对外开放，故 C 项错误；

根据所学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政策，故 D 项错误。 

12.1978年 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 立之后，中央



    

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经过考察，代表团对西方资本 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此次出访 

A.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外国访问的代表团 

B. 标志着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 

C. 彻底改变对资本主义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认识 

D. 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1978 年 5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经过考察，代表团

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知，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

代表团有利于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改革开放作准备，故选 D；1949 年 12 月毛

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外国访问的代表团，A 错误；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标志着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B 错误；C 说法过于绝对化，排除。 

13.下侧是 2011至 2018年中美日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柱状图。图中的数据表明 

 

A.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滑 B.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成效显著 

C. 美国主宰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D. 中美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形成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1 开始都获得较大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和日

本，说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获得显著成效，故选 B；日本 2016

年和 2017 年比 2015 年的生产总值高，A 错误；柱状图是中美日三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能显示美国主宰经济

全球化进程，C 错误；单从中美英三国柱状图无法体现出中美日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D 错误。 

14.希腊史专家乔治•格罗特曾高度评价陶片放逐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雅典民主 制的其它各项制

度都难以达到完善。由此可见，陶片放逐法 



    

A. 保障了希腊城邦的长治久安 B. 标志着雅典国家由此形成 

C. 震慑了威胁城邦民主的人物 D. 最大程度限制了公民权利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所学，陶片放逐法通过投票把破坏民主的人放逐出城邦，从而震慑了威胁城邦民主的人物，

是维护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故选 C；单从陶片放逐法并不能保障希腊城邦的长治久安，A 错误；克里斯提

尼改革标志雅典国家由此形成，陶片放逐法只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容之一，B 错误；陶片放逐法是公民行

使公民权的表现之一，而不是限制公民权，D 错误。 

15.1847年，沃尔特•惠特曼夸耀：“唱着《扬基歌》(美国爱国歌曲)并以 6500马力的蒸汽机无敌的能量向

前飞奔„„我们要说的一切，是指 50年以后可以说‘赢者欢笑吧'”到 1897年，美国人笑起来了，因为他

们迎来了 

A. 殖民时代 B. 蒸汽时代 C. 电气时代 D. 信息时代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1897 年，美国人笑起来了”可知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人

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故选 C；殖民时代是从 15 世纪开始的，A 错误；蒸汽时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B 错误；信息时代是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开始的，D 错误。 

16.下图是苏联 20世纪 20年代为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印制的海报，画面上有列宁的画像。对其涵义理解

正确的是 

 

A. 新经济政策的取缔 B. 工业化蓝图的描绘 

C. 工业化强国的建成 D. 新经济体制的提出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为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印制的海报”结合所学可知 1921 年实行

的新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海报上列宁的手指向代表工业的设施，

表示对未来工业化蓝图的描绘，故选 B；新经济取缔是在 1928 年，当时列宁已经逝世，A 错误；工业化强

国的建成是在 1937 年，与材料时间不符合，C 错误；1936 年斯大林建立新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D

错误。 

17.某画家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直接受益于非洲原始粗犷的雕塑，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

表现力，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

叠、交错的美感。据此判断该画家属于 

A. 浪漫主义流派 B. 现实主义流派 

C. 印象主义流派 D. 现代主义流派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

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结合所学可知属于立体派绘画的特点，属于现代主义流派，故传 D；浪漫主

义注重个性情感的表现，积极追寻理想世界，A 错误；现实主义注重表现社会现实，B 错误；印象主义主要

醉心于光和色的研究，C 错误。 

18.《欧共体条约》第 65条第(b)项规定：为了实现欧洲内部市场的正常运转，欧共体机构有必要在涉及具

有跨越国境影响的民事事项的司法合作领域釆取措施，其中包括促进成员 国有关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方面的

协调兼容性„„。该条款 

A . 推动欧盟达成司法合作协议 B. 进一步促进西欧经济一体化 

C. 表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实现 D. 标志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开启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的内容可知材料强调欧共体进行司法合作，加强成员国之间法律冲突方面的协调和兼容

性，以此来实现欧洲内部市场的正常运转，故选 B；材料内容为“《欧共体条约》第 65 条第(b)项规定”，

不是欧盟，A 错误；欧盟建立标志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实现，材料是《欧共体条约》，C 错误；欧洲煤钢共同

体标志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开启，D 错误。 

19.据报道，2016年 11月美国大选时，18—25岁的年轻人投票率仅 12%；英国脱欧公投时,年轻人投票率只

有 36%；瑞士从不参加选举投票的年轻人高达 2/3„„。西方国家如此低的投票率反映了 



    

A. 选举不再是公平正义的手段 B. 各国政府合法性遭到质疑 

C. 西方年轻人对政治毫不关心 D. 西方代议制民主面临困境 

【答案】D 

【解析】 

【详解】西方的民主认为政党的博弈和投票选择才能选择理想的领导人和政府。但是由于政党日益被选票

绑架，选民沦为选票机器，得票多的并不是理想的领导人，许多人不信任政治，特别是许多的年轻人放弃

选举投票，从而体现西方代议制民主面临困境，故选 D；A 说法绝对化，排除；西方通过选举产生政府，政

府合法性不会遭到质疑，B 错误；C 说法绝对化，排除。 

20.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主要讲述了一队探险家利用他们针对虫洞的新发现，超越人类对于太空旅行的极

限，从而开始在广袤的宇宙中进行星际航行的故事。“虫洞说”的科学理论依据是 

A. 经典力学 B. 进化论 C. 量子论 D. 相对论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虫洞是连结两个遥远时空的多维空间隧道，它被认为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捷径”，

物体通过这条捷径可以在瞬间进行时空转移，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科学依据的，故选 D；经典力学

只能解释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A 错误；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是进化论，B 错误；量子论是微观世界的

理论，C 错误。 

第 II 卷（非选择题 共 60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题。第 21 题 13 分，22 题 14 分，第 23题 13分，第 24、25题各 10

分，共计 60分。要求分析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21.市镇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缩影。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 性商业都会。

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 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

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 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 才出现，而明

朗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 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

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 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

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

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朗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

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概括江南市镇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市镇兴起的原因。 

（3）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答案】（1)表现：出现许多地区性商业都会；商业活动突破空间限制；商业中心南移。  

（2)特点：大多形成于明朝中后期：市镇居民从业结构变化；出现雇佣劳动；专业性市镇发展为新兴城市。 

原因：政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繁荣。  

（3)影响：冲击着自然经济；新的生产关系萌芽（雇佣关系）出现；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重农抑商思想

受到冲击。 

【解析】 

【详解】（1）根据材料一“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

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结合所学可知出现许多地区性商业都会；商业

活动突破空间限制；根据材料一“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 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

发展。”结合所学可知商业中心南移。 

（2）根据材料二“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

而明朗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可知大多形成于明朝中后期；根据材料二“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

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可知市镇居民从业结构变化；根据材料二“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

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可知出现雇佣劳动；根据材料二“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朗

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专业性市镇发展

为新兴城市。原因：根据所学从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即从政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农业、

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繁荣进行分析回答。 

（3）根据材料二“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 商集贸性质市镇

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

后备队伍。”结合所学从冲击着自然经济；雇佣关系出现；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受到冲

击分析产生的影响。 

22.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艰难的发展中，表现出本土性的特征。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十余年，取得许多重大胜利的史实，使革命派相信可以用武力推翻清政

府，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从“太平天国占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 生之领兵”的事实中，他们

认识到：“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重视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他们吸取太平军



    

与三合会、哥老会、捻军“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 能联为一贯”的教训，认为“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

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加强对全国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以期“义旗一起，大地皆应”。 

——摘编自陈锡祺、桑兵《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 

材料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千年不变的王朝轮回，埋葬了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权，建立了模式一新的中华

民国，开创了顺应潮流的共和时代，从思想意识、制度模式、经济发展和国家走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它不只是打落了一顶皇冠，而且开辟了中华民 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革命派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革命派所处的时

代背景。 

（2）据材料二，概括辛亥革命在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功绩。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呈现出的本土性特征。 

【答案】（1)经验教训：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重视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发动；联合留学归国青年建立革

命组织；加强对全国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时代背景：太平天国的失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危

机空前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2)历史功绩：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3)本土性特征：革命任务具有双重性（反封建反侵略）；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领导

革命取得胜利。 

【解析】 

【详解】（1）经验教训：根据材料一“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十余年，取得许多重大胜利的史实，使革命派

相信可以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可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根据材料一“重视知识

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可知重视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根据材料一“认为‘必其联合

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加强对全国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可知联合留学归国

青年建立革命组织；加强对全国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时代背景：根据所学从太平天国的失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等方面分析革命派所

处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辛亥革命终结了千年不变的王朝轮回，埋葬了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权，建立了模 式一新的

中华民国，开创了顺应潮流的共和时代，从思想意识、制度模式、经济发展和国家 走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结合所学从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

心分析历史功绩。 

（3）本土性特征是指近代民主革命是中国所特有的特点，即从革命任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性；农民



    

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最终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进行分析回答。 

23.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舞台上，全球化犹如一艘巨轮，在波涛汹涌申奋力前行。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

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 视之为原始的时代废墟，民

族主义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民众。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

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 

材料二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

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

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 

——摘编自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完成下列要求： 

（1）结合所学知识，从世界性和区域性的视角，对材料一中“全球化似乎己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这一

结论加以说明。据材料一指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炼观点，并从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论证。 

【答案】（1）说明：从世界性来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初现；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世界

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市场最终建立；二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地的联

系更加密切，商品，生产、资本的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从区域性

来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各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流向产生

重要影响，而民族主义的淡化，也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因素：民族主义。 

（2）观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提

供根本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提供技术支持；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组织成为主要力量；市场经济

体制的普遍实行，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渠道。总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 

【解析】 

【详解】（1）第一小问说明，根据设问可知，回答本小题需要结合所学知识，对“全球化似乎己经成为无

法阻挡的浪潮”进行说明，世界性方面可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即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从新航

路开辟到第三次科技革命来回答；区域性的视角则可结合区域经济集团化的积极作用来回答。 

第二小问因素，根据材料“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可得出主



    

要因素是民族主义。 

（2）根据材料“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和“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

折”可提炼出观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再结合所学知识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促进因素

等内容来进行论证。 

24.商鞅变法赋予了秦国新的生命力，必由此奠定了秦始皇成就霸业的基础。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咏商鞅》 

材料二  西周封建制度下，主权经由层级的结构，逐级分享，不论王室，或是诸侯，或 是卿大夫，都

不能拥有完整的主权。而在战国开始时，一种新型的国家出现了。在这个国家 里面，国君掌握专制权力，

大臣可以自由任免；同时这种官僚制度选任和提拔有才干者，淘 汰不合格者。国家事务远较以前复杂，这

就需要一批有管理国家本领的专家来行政，而不長 任用只懂朝廷礼仪的绅士来做官。 

——摘编自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分析商鞅变法能成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战国与西周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商鞅在建立这一“新型

的国家”方面釆取的主要举措及对秦国产生的影响。 

【答案】（1）原因：取信于民，重视承诺 

（2）不同：诸侯国君掌握绝对权力；依据个人能力任免大臣；官僚队伍具有专业化的特点； 

主要举措：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统一度量衡；推广县制，实行什伍连坐法；影响：经

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

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解析】 

【详解】（1）该题属于内敛型试题，答案必须出自材料本身，依据材料中的“„„在信诚，一言为重„„

政必行”等关键信息得出原因：取信于民，重视承诺。 

（2）第一小问不同：从材料中的“„„国君掌握专制权力„„”一处可以得出：诸侯国君掌握绝对权力；

从材料中的“„„大臣可以自由任免；同时这种官僚制度选任和提拔有才干者，淘 汰不合格者„„”一处

可以得出：依据个人能力任免大臣；从材料中的“„„国家事务远较以前复杂，这就需要一批有管理国家

本领的专家来行政„„”一处可以得出：官僚队伍具有专业化的特点；第二小问的主要举措可以结合所学

知识，从商鞅变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加以概括即可；第三小问的影响则可以结合秦国所处

的历史背景以及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的社会作用对应的加以概括。 



    

25.伏尔泰曾评价牛顿是最伟大的人，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 力奴役我们”。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牛顿在科学上的伟大不像科学神话中描述的那样，得益于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中看见苹果

下落时突然迸发的顿悟，而是得益于对问题的敏感关注和寻求答案的热情专注。 科学的目的就是不断扩大

其解决经验问题的范围，不断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牛顿从不轻易放过任何问题，既力求解决

经验问题，也力求解决概念问题。 

——张九庆《牛顿传记演变、神话炼金术士与发现问题》 

材料二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伏尔泰感慨道：“走进成斯敏斯特教堂，人们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

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才能的尊敬。”伏尔泰为牛

顿的才能所折服，在这里，他知道了力学定律，也知道了什么叫万有引力。伏尔泰通过著作，以故事的形

式来阐发牛顿思想、描绘牛顿所遵循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原则，为普及牛顿的科学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同

时把那个苹果落地的故事弄得人人皆知, 流传至今。 

——摘编自赵峥《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十六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牛顿的良好品质。 

（2）据材料二，指出牛顿的主要科学成就，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牛顿‘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

的理由。 

【答案】（1）品质：理性、深入思考、敏锐、专注、坚韧、勤奋 

（2）成就：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形成经典力学理论体系；提出万有引力；建立微积分学；提出

光的本质是粒子或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理由：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第一次理论概

括和综合；使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牛顿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原则，启

发了启蒙思想家，丰富了人文精神；使理性和理性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为资产阶级改造社会提供了

科学武器。 

【解析】 

【详解】（1）品质：根据材料一中“得益于对问题的敏感关注和寻求答案的热情专注”，“从不轻易放过

任何问题，既力求解决经验问题，也力求解决概念问题”等信息，可知牛顿的良好品质主要有，理性、善

思、敏锐、专注、刻苦钻研，勤奋等。 

（2）成就：根据材料二中“力学定律”，“万有引力”，“科学方法与科学原则”等信息，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牛顿的主要科学成就有，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形成经典力学理论），提出万有引力，创

立微积分学，提出光的本质是粒子（或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等。理由：根据牛顿的科学成就，结合所学

知识，用牛顿自然科学成就对自然科学、思想解放、人文主义发展、推动启蒙运动，影响社会发展等方面，



    

说明“牛顿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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