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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 2021 届高三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 15 题， 每题 3 分， 共计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 

1.宋朝时期，江西饶州有“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四川邛州有“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

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据此推断，当时 

A.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B. 耕织结合的生计方式有所改变 

C.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发生动摇      D. 内陆地区工商业经济十分发达 

2.明朝中期， 皇帝因阁权过盛，重用吏部以对内阁进行制衡，吏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外廷之长。与此同时，

为防范吏部权重，皇帝又以擢升吏部侍郎入阁来加强内阁对吏部要务的参与。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内阁逐步成为法定行政中枢      B. 阁部制衡成为强化君权的手段 

C.吏部已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D. 内阁与六部形成分权制衡机制 

3.近代上海《申报》曾发表时评：“日人于天时地利人和一无所得，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而又

万众同仇，义形于色，虽当政者老成持重似不肯轻启兵端而民间谈及日人  辄裂毗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

之意，尚何有所畏忌而让日人以争先战。”由此可知 

A.清廷因犹豫不决而贻误战机      B. 国人的民族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C.洋务新政已初步实现近代化      D. 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4.下图反映了近代民族资本设立厂矿投资额的变化情况。对此解读正确的是 

A.社会动荡、时局变迁影响着投资额的变化 B. " 实业救国“思潮推动投资额持续增长 

C.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促使投资高潮出现  D.《辛丑条约》签订导致投资额直线下降 

5.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强调暴力、坚待暴力，但暴力的程度并非想象得那么激烈，那么死  板，但实际

上对分寸、阶段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革命党人基本做到了有原则有斗争， 同时也有理性、适度的妥

协让步。该学者的观点 

A.强调了暴力斗争的局限性         B.  淡化了革命党人的领导作用 

C. 指出了改良方式的合理性        D.  肯定了革命党人的斗争方式 

6.在 1939 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虽然中方损失在日方之上，但中国军民成功地守住了长沙。当时舆论

认为，“当此二期抗战，首建殊勋，振四百兆之人心，雪五千年之国耻”。  由此可见，这次会战 

A.扭转了抗战初期的不利局面         B.  推动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C. 提升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D.  改变了正面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 j -t 

7.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宣读了美国主导起草的《十六国宣言》， 认为“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

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对此，周恩来坦诚建议与会所有国家应共同协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

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由此可见，中国 

A.积极促成朝鲜停战局面的形成     B. 大力加强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 

C. 成功挫败美国反华遏华的图谋    D.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8.1956 年底，毛泽东在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 性质仍然是资

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认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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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谈话 

A.指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不彻底   B.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C.认识到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D.否定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 

9.20 世纪 60 年代，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肩挑人扛抢工期”，引东江之水缓解香港同胞用水困难。改革开

放初期“港同深比翼齐飞，深与港共同转型”。材料反映了 

A."一国两制” 政策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B.深港两地唇齿相依、融合共生的紧密关系 

C.经济特区与特别行政区本质的一致性 

D.改革开放开启了深港两地之间的合作进程 

10.右表是关于“计划”与“市场”两词在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出现 

频次的统计。频次的变化可以说明 

A.计划经济思想阻力仍十分强大 B.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推进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成 D.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 

11.1679 年，英国大选首次出现了党派的划分和斗争， 而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并不站在国王一边。查理二世

被迫接受反对派官员担任大臣， 也由此做了未来大多数国王都会做的事： 议会代表政治国家之民意，而

国王遵循之。据此推断，英国当时 

A.国王事实上已“统而不治" B. 光荣革命成果得到巩固 

C. 王权已受到议会的有效制约 D. 议会选举决定内阁组成 

12.1792 年，美国设立哥伦布日以纪念新大陆的发现。2020 年 6 月，美国波士顿街头却出现下图中的情景。

这表明 

A.历史事件评价缺乏客观标准 B. 时代变迁决定人们的历史认知 

C.历史人物是非功过模糊难辨 D. 不同立场影响历史人物的评价 

13.列宁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要把苏维埃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就可以和平地剥夺临时政府的权力。然后再在苏维埃内部开展斗争，把小资产阶级政党排除出苏维埃，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当时 

A.临时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地位  j -t  B. 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C.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权力    D.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尚不成熟 

14.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以闭塞和强硬为主要特征， 对除苏联以外的所有东方阵营国

家紧闭国门，杜绝外交往来。1969 年勃兰特任总理后，联邦德国开始推行 

“ 新东方政策”，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上述变化的发生主要是因为 

A.欧洲的冷战对抗局面已趋于缓和    B.苏联逐渐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 

C.联邦德国力图摆脱美国政治控制    D.联邦德国开始加快德国统 一进程 

15.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多国货币贬值，经济萧条。在当年的世界银行年会上， 中国政府郑重

表示： “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 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由此可见 

A.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冲击国际金融秩序  B.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已占据主导地位 

C.世界经济发展依赖于国际机构的有效运作   D.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应有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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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 5 题， 满分 55 分。其中第 16 题 13 分， 第 17 题 9 分， 第 18 题 11

分， 第 19 题 12 分，第 20 题 10 分。请在相应的答题区域内作答。 

16. ( 13 分）举荐和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

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   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

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   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

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 

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

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誉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

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汉代举荐官员的依据以及为避免举荐可能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举措。（7 分） 

依据：品德和才能。（2分） 

举措：惩罚举荐不实者；察举者承担连带责任；限制被举者年龄；引入考试机制；实行过程监察。（5分） 

 

（2）据材料二， 概括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 ， 并简析其主要目的。(3   分） 

着力点：命题环节和阅卷环节。（2分） 

主要目的：确保公平公正。（1分） 

 

（3） 据材料一、二，分析举荐和考试在汉、宋两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地位的主要差异，并说明两者本质意

图的一致性。（3 分） 

差异：汉代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宋代完全以考试来选拔。（2分） 

一致性：巩固统治。（1分） 

 

17. ( 9 分）农村与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从整个中共革命的进程来看，无论是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动力还是革命的领袖、   革命的

空间、革命的道路等，都与乡村、农民之间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并由此铸造出一种“乡土性格”，而正

是这种乡土性格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路向及其结果，也决定了中共革命与以往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区别。 

材料二 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 77 人，其中来自城市

者仅 6 人，来自农村者 71 人，占总数的 92.2%。1946 年冀中区正定县征兵 458 人，其中贫农、中农 438

人，占新兵总数的 95.6%。1947 年冀南区南宫县二营战士 937 人，其中贫农 629 人、下中农 11 人、赤贫

32 人，为战士总数的 71.7%。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金铮《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刍议》 

完成下列要求： 

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国革命的环境、道路和动力等视角对材料一的观点进行论证。（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 字左右。） 

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乡土性格”（乡土色彩）。（2分） 

论据： 

①从革命的环境看，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阶级占总人口比例最高。（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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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革命的道路看，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开展土

地革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村成为革命的主要阵地。（2分） 

③从革命的动力看，中共革命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中共革命的领导者主要出身

于农村家庭；农民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参与者。（2分） 

其他要求：书写工整，卷面整洁，字数符合要求。（1分） 

 

18. ( 11 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利弊共存，影响深远。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开展，意味着英国工业化的发生。工业化具有极强的集聚效应，拉动各种经济要

素和人口向一定的地理空间集中，形成了新兴工业城市。工业生产方式的分工和专业化，促使一部分人从

事非生产性劳动，促进工农业以外产业的发展。公路、运河和铁   路的兴修，使英国各地的社会经济联

系更加紧密，加快城市发展并突出了城市的主体地位。 

—摘编自赵煦《英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材料二 英国实现城市化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城市化率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

茅。一批以纺织工业为主的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起了先锋作用，但一些传统老   城因为与工业革命疏远

而发展缓慢，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有的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到 1860 年，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人员开

始涌入英国，他们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伦敦。 

——摘编自陈爱 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 市化》 

材料三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出现。

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而住宅状况渐趋恶化，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贫民窟。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

统；生活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处泼洒。对于工人居住区来说，猩红热、伤寒、霍乱等是最容易发生的，

往往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摘编自高德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治理》 

完成下列要求： 

( 1 ) 据材料一，分析工业革命在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作用。(3 分） 

主要作用：形成集聚效应，促使资源向城市集中；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推进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交通运输

业变革，加快城市发展速度。（3分） 

( 2 ) 据材料二，概括英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3 分） 

主要特点：城市化速度快（城市化率高）；各类城市发展不平衡；城市人口中外国移民增多。（3分） 

( 3 ) 据材料三， 概括指出“城市病”的成因和表现，说明其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5 分） 

成因：城市快速发展超出社会资源承受力。（1分） 

表现：住宅条件恶劣；卫生状态恶化；传染病流行。（3分） 

影响：“城市病”会制约城市化的进程。（1分） 

 

19. ( 12 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备受关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致力于国营电力生产以反对私营电力公司的垄断。1933 年，他成立了田

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作为独立经营的、政府所有的公司，该局的主要任务是降低电价，打破私营电业垄断，

以推动生产和改善民生；改变田纳西河流域的贫穷面貌以促进全国发展。这是私营公司不愿干的。 

——摘编自刘绪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性质、成就及其意义》 

 

材料二  二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为求迅速恢复和重建英国的经济，推行以经济计划为主体的“社

会主义”改革政策，掀起战后英国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国有企业在英国的煤炭、钢铁、燃料、电力和运输

等基础部门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而在 80 年代， 撒切尔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私有化运动，逐步出售国有企业。到 1991年初，接近 80% 的国有部门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 

——摘编自苏星《论英国国有化、私有化与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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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私营公司经营目的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 说明其成立

的历史背景。( 5 分） 

主要目的:打破垄断，改善民生；促进地区与全国生产的发展。（2分） 

背景：经济危机严重；大量人口失业；社会矛盾尖锐。（3分） 

 

（2） 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态度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4 分） 

变化:从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到逐步出售国有企业。（2分） 

原因：二战后初期,英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和重建；七十年代，英国经济陷入“滞胀局面”，

缺乏活力；凯恩斯主义的作用逐渐失灵，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2分，任两点即 2 分）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发展前景。（3 分） 

角色：国有企业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1分） 

前景：因政府政策变化，其所占比重会发生相应变化； 

不会改变私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2分） 

 

20. （10 分）面对发展困境，苏联领导人曾作出了诸多改革努力。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赫鲁晓夫顶住了压力， 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

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不能抹煞的深深印痕。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

经济下滑趋势。但从 20世纪 10年代上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的趋势日益明显。 

——摘编自陆南泉《对苏联改革历史的回顾与再思考》    

材料二 戈尔巴乔夫改革比中国改革起步晚，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吸取

中国的经验，仍受制于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其出发点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仍在完善苏联的计划

经济体制。1287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仍视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并没有超出当年改革的范畴，用国家订

货代替国家计划，实质未变。 

——摘编自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主要原因的思考》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影响，分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改革最终陷

入困境的共同原因。（3 分） 

影响：冲击了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2分） 

原因：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1分） 

 

（2）据材料二，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缺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此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 5 

分） 

缺陷：排斥私有制；排斥市场经济；固守计划经济体制。（3 分） 

进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形势和面貌发生根本改变；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活力大大增强。（2分）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导致中苏改革呈现不同局面的主要因素。 ( 2 分） 

因素：是否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2分）（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