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 2021 年高三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 

文科综合试题 
（考试时间：150 分钟满分：150 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务必在答题卡和答题卷规定的地方填写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后两位。 

2.答第 1 卷时，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

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3.答第 II 卷时，必须使用 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卷上书写，要求字体工整、笔迹清

晰。作图题可先用铅笔在答题卷规定的位置绘出，确认后再用 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描清

楚。必须在题号所指示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

答题无效。 

4.考试结束，务必将答题卡和答题卷一并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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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文献中关于神农氏的神话传说，据此可推知 

 

A.神农氏所处时代已有了原始农业 B.神话传说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 

C.抵御疾病毒伤是先民的首要任务 D.人们开始从频繁迁徙走向定居 

25.江苏连云港尹湾出土了一批西汉永始四年前后的简牍，其中向朝廷汇报的《集簿》涵盖了

东海郡的行政建置、吏员配备、农业经济、民政、财政等。这反映出西汉 

A.尚未使用纸作为书写材料 B.政府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 

C.比较重视对地方官的管理 D.封建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 

26.邓晓南认为“北宋中期“精英”阶层的领军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其政治态度、理念

追求、文化品格与一般思想倾向，与六朝隋唐的士族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意气风发，

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批具有综合型特征，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且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的新

型士人”。这批新型士人的出现 

A.促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 B.使儒学成为了官方哲学 

C.加速了门阀世族的衰落 D.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发展 

27.廷议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的重要方式。秦朝皇帝制度、郡县制的确立，都经过了廷议；唐

朝有三省长官在政事堂合议的制度；宋明清时期廷议制度进一步规范化。该制度 

A.有利于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B.体现出了一定的民主精神 

C.对皇权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D.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特征 



28.鸦片战争期间，姚莹认为“此时夷务关重，制造大号战船，实为要著”，并建议“造大舰必先

储费，工价非倍于常例不可。而造船之人，又必习知洋面攻战者亲督之，乃能有用······庶可制

敌取胜”。据此可知姚莹 

A.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源泉 B.意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 

C.预见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必然 D.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29.在陈嘉庚公司发布的不少广告中，都印有其注册商标，中间位置为一醒目的粗体毛笔汉字

“中”。1927 年，陈嘉庚公司研制出当时中国未生产的汽车内外胎，其设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轮

胎花纹使用“中”字串联起来，围绕轮胎一圈。这可以用来说明 

 

A.广告成为新的营销手段 B.民族企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C.陈嘉庚浓厚的爱国情怀 D.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 

30.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

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1941 年 5 月 1 日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根据地政

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

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这一变化 

A.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标志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C.反映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到成熟 D.说明党对工作重心的调整 

31.下图反映了 2001 年和 2017 年我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情况，这一现象 



 

A.揭示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B.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所有制结构 

C.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D.表明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影响 

32.下表反映外邦人获得罗马市民权的方式。据此可知，外邦人获得市民权 

 

A.必须具有较强经济实力 B.适应了罗马社会发展的需要 

C.标志罗马法体系的完备 D.是罗马政体改变的必然结果 

33.非洲史学家卡尼认为，黑人奴隶在遭受奴役的同时，还将包括水稻播种、耕作以及碾米在

内的整套农业知识体系从非洲传播至美洲，促进了 17 世纪美洲低地地区以水稻为基础的种植

园体系的建立，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这一认识主要 

A.控诉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 B.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C.说明黑人对美洲文明作出了贡献 D.揭示了美洲种植园经济产生的根源 

34.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说，“巴黎这个所谓的审美观最强的城市也许是世界上最没有审美

能力的城市，因为人们在这里为取悦别人而费尽心机，反而损害了自己真正的美”。其意在 

A.抵制城市生活 B.推崇人性之美 C.倡导民主平等 D.反思工业文明 

35.1975 年，参加不结盟运动部长会议的与会首脑们满意地认为：不结盟运动已经使联合国焕

发新春，现在的联合国再也不是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这样少数群体所肆意地控制。这一

认识主要缘于 

A.世界多极化格局的确立 B.资本主义“滞胀”危机 



C.联合国宗旨已发生改变 D.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 

第 II 卷（非选择题 共 160 分） 

注意事项：第 II 卷 8 页，须用黑色墨水笔在答题卡上书写作答，在试卷上作答，答案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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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3 题～47 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一）必考题：共 135 分。 

41.(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管子·治国》指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

主张对陷入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直接救助，一种是以借贷方式提供生产援助，还有一种是以无

偿方式提供生活救助。管仲主张国家建设储备粮库，蓄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等物资，一旦民众遇

到饥荒，可以及时供给充足的资源予以赈济救助。平抑物价是管仲提出的一种具有保护性质的

扶贫举措，主张政府利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调节供求、平衡物价，特别是在灾荒时候，政府

要通过平抑粮食价格以保障灾民生活。政府在粮价便宜时买进粮食，增加粮食储备，防止富商

大贾借机盘剥百姓；在粮价上涨时抛出粮食，利用粮食差价收益来增加收入、抚恤贫困。管仲

的扶贫思想是对先秦社会救助思想的总结，对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

影响。 

——摘编自楚子轩《管子扶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

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

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

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

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

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

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

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

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 70 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仲的扶贫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12 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13 分） 

42.(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据韩保江《决定大国兴起的五种动力》整理 

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可以选择五大动力中一个或多 

个动力进行论证；也可以对材料的观点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观点，并加以论述，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二）选考题：共 25 分。请考生从两道地理题、三道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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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考生在第 45、46、47 三道历史题中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个题目 

计分。做答时，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中将所选题目题号的方框涂黑。 

45.(15 分）【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重视史学、重视历史教学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清政府于 1902 年至 1904 年制订颁布了壬

寅、癸卯学制和课程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学堂都要开设历史课程。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

科举、广开学校，近代意义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起初“各书局盛行翻译东文书

籍”，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些翻译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按日人语气及日本材料”，不太合用，需要

改编。1903 年，丁宝书编写了《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我国人述我国事”。1904 年至

1906 年，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纂方法上，根据考古学成就，运用西方

社会进化史观，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大阶段叙述中国历史；在教学内容上，它不再是帝王将

相的家谱或历代王朝的系年，而是兼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在编写体

裁上，作者采用篇章节体，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演变更替，使读者能对历史发展线索一 

目了然。中国人自编的历史教科书，最初都是旧式的环简页线装本，1903 年，商务印书馆从 

日本引进资本、招聘编辑顾问和印刷专家，促使历史教科书由旧式线装改为新式洋装。 

——摘编自马执斌《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概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教材发展的历史背景。（7 分） 

（2)根据材料，简述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教材发展的趋势。（8 分） 

46.(15 分）【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18 世纪，南极洲在迎来了人类的脚步后，因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神秘的探险圣

地和理想的科研场所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也迎来了人类新的争端。在 20 世纪前半期，南极洲

始终处于各国对其领土主权要求的争端中。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惯例，都不能对南极洲主权

的特殊情况做出解释。尤其在美苏两极格局的世界形势下，两国在南极洲的对抗性竞争行为，

加之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正在把南极洲变成一个国际竞争的新舞台，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任其

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解决南极领土争端便提上了日程。经过激烈的多轮谈判，

1959 年 12 月 1 日，南极会议各国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 年正式生效。《南极条约》的签



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倡导的冻结主权，搁置争议，发展科考，维护和平，使南极的争端暂

告结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南极洲的和平利用与科考发展的机会，也将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 

——摘编自胡德坤、唐静瑶《南极领土争端与＜南极条约＞的缔结》 

（1)根据材料，概括《南极条约》签订的背景。（7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极条约》签订的历史意义。（8 分） 

47.(15 分）【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董必武（1886-1975 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4 年，他东渡日本，在私立大学法

律科学习，接受了比较全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和学说的教育。1928 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

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回国后，董必武到中央苏区领

导司法工作，查办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1948 年 9 月，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此

期间，领导制定颁布了 200 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在新生政权依法行政方面做了诸

多开创性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法委员会主任，参与 1954 年《宪法》的起草

工作。同时他还致函政务院并转毛泽东主席，提出筹备建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请示学校校务

委员会的任命名单，最终政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6 年，董必武在中共八

大上提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必武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 

——摘编自王均伟《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董必武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贡献。（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董必武为我国法制建设做出贡献的原因。（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