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试题 第　 页（共 ８ 页）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模拟试题（二）

历　 史 ２０２１ ５

注意事项：
１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
２ 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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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

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３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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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希望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孟子希望建立“王道乐土”，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
以兵强天下”。 他们所说的“道”是
Ａ．建立理想社会的规则

Ｂ．追求平等和谐的共同标准

Ｃ．加强道德修养的规范

Ｄ．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

２．图 １ 是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迎谒图》。 画面右侧有伍伯二人，肩荷大旗，向右奔

走，是出行者的前驱。 左侧三人是迎谒者，中者衣冠整饬，持笏躬身迎候，另外两名椎髻

者，持笏跪拜。 据此可以研究汉代

图 １
Ａ．礼乐制度的实施范围

Ｂ．儒学教育的普及情况

Ｃ．等级森严的官吏制度

Ｄ．中央集权的强化程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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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徐福东渡”的故事流传久远，表 １ 是史籍中的相关记载。 这

表 １

史籍 内容

西汉《史记·秦

始皇本纪》
　 　 “于是遣徐市（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西汉《史记·淮

南衡山列传》
　 　 “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 ３０００ 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西晋《三国志》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

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注：“亶洲”究竟在

何处，学界观点不一，相对普遍认同是“日本”。）

五代《释氏六帖》
　 　 “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 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

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

Ａ．说明徐福一行确实到达日本

Ｂ．需要与实物等佐证共同证实其真实性

Ｃ．表明《史记》作为信史具有权威性

Ｄ．体现出史料记载无法还原历史真实

４．王安石变法，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掌握供需情况。 凡籴买、税收、上供物

品，都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对于京都库藏支存定数，以及需要供办的物品，发运

使有权了解核实，使能“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 这一做法旨在

Ａ．打击商人的远程贸易行为

Ｂ．减轻农民运输负担，增加收入

Ｃ．解决南北经济不平衡问题

Ｄ．调剂物资供应关系，平抑物价

５．明初进行官制改革，丞相、三省制为府、部、院、寺所替代，从地方到中央都是军、政、司法

三权分离，由一卿独尊变为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九卿并列。 这一改革

Ａ．有利于政令畅通政权稳定

Ｂ．削弱了长期以来士族阶层统治

Ｃ．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Ｄ．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６．大约从 １６ 世纪开始，玉米等大量高产的农作物品种从海外引进种植，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不论山地还是平原，种植都非常普遍，并且很快成为主导性

的农作物品种。 玉米的广泛种植

Ａ．解决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Ｂ．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布局

Ｃ．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矛盾 Ｄ．推动农耕经济达到巅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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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

方面更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这表明中国近代赴日留学生

Ａ．成为促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

Ｂ．引进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

Ｃ．宣传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Ｄ．在日本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于 １９０５ 年，到 １９３１ 年时公司总厂的卷烟机器设备有 １３１ 台，其中

新式美国机器 ８７ 台，日式改良机器 ４４ 台，后来工厂又将全部日本卷烟机停用，全部使用

新式美国卷烟机器，成为当时唯一可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 这表明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

Ａ．在政策和人才方面占有优势 Ｂ．与其竞争的外国公司较少

Ｃ．科学管理导致劳动成本降低 Ｄ．技术革新是其成功的关键

９．下列时间轴反映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革命发展情况。 据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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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山东人民素有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

Ｂ．山东支部是最早成立的同盟会支部

Ｃ．辛亥革命赢得了山东人民广泛支持

Ｄ．革命党人最终掌握政权稳定了局面

１０．１９５３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一九五三年向全国

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的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
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二年度建设计划；第三，
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这说明当时中国

图 ２

Ａ．核心任务是变革生产关系 Ｂ．面临较缓和的国际环境

Ｃ．法治国家建设开始起步 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完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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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到“促进共同经济繁

荣”的“经济外交”战略，还提出了“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周边外

交方针。 外交战略的转变主要基于

Ａ．美苏两极格局结束 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Ｃ．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Ｄ．推动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１２．柏拉图（前 ４２７—前 ３４７）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应该由哲学家———所谓的“哲学王”来担任，
因为“哲学王”最富有智慧，最具正义感和理性。 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是

Ａ．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暴露

Ｂ．雅典民主处于鼎盛时期

Ｃ．政治民主化改革尚未完成

Ｄ．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激化

１３．苏俄（联）一位领导人说：“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 ……
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看

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为此

Ａ．颁布了《土地法令》 Ｂ．废除了余粮收集制

Ｃ．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Ｄ．实行粮食义务交售制

１４．表 ２ 是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国家分布（单位：年）。 据此推断

表 ２

项目

时间 国家
意大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科学中心 １５２１－１６１０
１６４１－１７３０
１７８１－１８７０

１６３１－１６５０
１７３１－１８３０

１５１１－１５５０
１６０１－１６１０
１８３１－１９００

１９１１－

文化中心 １５０１－１５９０

１５７１－１６３０
１６６１－１７９０
１８０１－１９１０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

１６３１－１６６０
１７２１－１７５０
１８６１－１８９０

１５０１－１５３０
１７７１－１８１０

１９２１－

Ａ．科学和文化兴隆期高度一致 Ｂ．科学中心在国家之间依次转移

Ｃ．科学与文化相互影响与渗透 Ｄ．科学中心必然会成为经济重心

１５．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实施“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对内通过减税和加息

等政策措施来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外通过处罚性关税和设置技术壁垒保护本国产业。
这主要反映出

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剧 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挫折

Ｃ．美国开启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Ｄ．美国政策单边主义的特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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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４ 小题，共 ５５ 分。
１６ （１２ 分）图 ３、图 ４、图 ５ 分别是中国古代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的丝织业中心分

布示意图。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图 ３

图 ４

图 ５

———材料来源：程光裕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下）、《中国历史地理（本科教程）２－Ｂ》
（１）提取三幅地图中的信息，指出丝织业中心分布的变化。 （６ 分）
（２）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变化的原因。 （６ 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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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４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１９２２ 年上海《申报》创刊 ５０ 周年，报馆借机延请各界名人对最近 ５０ 年世界及中国的

变化进行一次总结，梁启超应邀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
梁启超把近五十年的中国人的进步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

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
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

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二

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 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

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觉

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恰值

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

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
（１）结合相关史实，对梁启超的“三期进化”观点加以评论。 （９ 分）
（２）请用一个关键词概括上文中五十年内中外历史的重大变化，并阐释你的理由。 （５

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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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４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表 ３　 国际体系的历史分期（１８４０－２００８）

时间节点 资本主义的性质 权力的组织形式 资本 ／ 货币汇兑

１８４０ 竞争性 ／ 工业 霸权 ／ 民族国家 受限 ／ 金银复本位制

１８７０ 竞争性 ／ 金融 帝国 ／ 权力较量 自由 ／ 金本位制

１９１４ 竞争性 ／ 金融 国际对抗 ／ 民族国家 债务 ／ 货币无序

１９４５ 嵌入式 ／ 工业
霸权 ／ 多边组织 ／ 民族国家 ／

全球政治组织
受限 ／ 固定汇率

１９７９ 嵌入式 ／ 金融 单边主义 自由 ／ 浮动汇率

２００８ 多极化 多边制度 ／ 全球治理？ 竞争 ／ 协调管理？

———摘编自［法］雅克·米斯特拉尔《货币的战争与和平》
根据表 ３ 所列内容，请以任意相邻的两个或三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括出

该时期国际体系（或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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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５ 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还不到两百年，但从其实质含义来界定社会主义

可以向上追溯五百年。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１５１６ 年　 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乌托邦意为“空想的国家”）。
１８２４ 年　 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欧文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
１８３１ 年、１８３４ 年　 法国里昂工人运动。
１８４８ 年　 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１８７１ 年　 巴黎公社。
１８８０ 年　 恩格斯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１９ 世纪最后 ３０ 年 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１９１７ 年　 俄国十月革命。
１９２１ 年　 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１９２５ 年　 联共（布）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原则。
１９４９ 年　 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９５６ 年　 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１９５７ 年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１９７８ 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２０ 世纪末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２０１２ 年　 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根据材料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就“社会主义发展”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释。 （要

求：论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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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模拟试题（二）

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２０２１ ５

评分说明：
非选择题部分，若考生答案与本答案不完全相同，但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但不得超

过本题所分配的分数。
一、选择题

１．Ａ　 ２．Ｃ　 ３．Ｂ　 ４．Ｄ　 ５．Ａ　 ６．Ｂ　 ７．Ｃ　 ８．Ｄ　 ９．Ａ　 １０．Ａ　 １１．Ｄ　 １２．Ａ　 １３．Ｂ　 １４．Ｃ
１５．Ｄ
二、非选择题

１６．（１２ 分）
（１）变化：与秦汉时期相比，唐宋时期丝织业中心分布更广，黄河流域、四川地区的

丝织业中心增多，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出现大量丝织业中心；明清时期与之前相比，北
方丝织业中心减少，重心主要在江浙地区。 （６ 分）

（２）原因：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经济开发；政府政策开放；商品经济繁

荣，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发达。 明清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推广植棉；棉纺

织业发展对北方丝织业产生冲击，棉布成为人们的主要衣料。 （６ 分）
１７．（１４ 分）

（１）梁启超的观点基本符合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但并不全面。 （２ 分）
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学习器物、制度、思想

的递进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亡图存之

路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４ 分）
但是梁启超没有关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出现并发展，以及

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得到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 （２ 分）
总之，梁启超的“三期进化”观点从向西方学习角度阐释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但

是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他的观点未涉及社会进步的经济基础和新的阶级力量。 （１ 分）
（２）示例　 关键词：巨变（１ 分）
中国：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现一系列重大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

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社会生活出现新旧杂陈、新陈代谢的特

征。 （２ 分）
世界：新旧殖民帝国矛盾加剧，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关系重建形成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２ 分）
（说明：其他关键词如新生、动荡、进步等，只要言之有理且阐释准确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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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４ 分）
示例一　 英国世界霸权由辉煌到衰落（１８４０—１９１４）（２ 分）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 基于其发达

的工业制造力，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实行金

本位制，英镑成为主要世界货币。 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对落后地区进行殖民侵

略，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 （６ 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美、德崛起，随着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实

力对比的变化，对世界殖民霸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国家间形成了以英德矛盾为

主导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激烈对峙局面，进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使英国实力受到削弱，其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６ 分）

示例二　 美国世界霸权由建立到受到冲击（１９１４—１９７９）（２ 分）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参战，通过

向欧洲销售军火和提供贷款而大发战争财，一战后，美国变为债权国，纽约成为世界金

融中心。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入一个短暂的“繁荣时代”；通过华盛顿

体系拆散英日同盟，取得与英国相同的地位。 （３ 分）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量下降，社会矛盾尖

锐，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混乱，各国纷纷采取货币贬值和提高关税等以邻为壑的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 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经济走出低谷。 （３ 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先采取中立政策，后颁布租借法案，战争后期主导建

立反法西斯同盟，并成立联合国。 战后通过控制联合国、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
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措施，在政治、经济、
军事各方面掌握了世界霸权。 （３ 分）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随着欧洲的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等因素的冲击，加上美国出现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苏争霸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冲击。 （３ 分）

示例三　 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秩序重新建立（１９１４—１９４５）（２ 分）
要点主要包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凡

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的影响；国际联盟、联合国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

容与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殖民体系崩溃的影响等。 （１２ 分）
（说明：学生概括出其他特征如英国获得世界霸权（１８４０—１８７０）、美国逐步成为超

级大国（１９１４—１９４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并瓦解（１９１４—１９４５）、世界多极化趋势

发展（１９７９—２００８）等，言之有理且表述充分，即可得分。）
１９．（１５ 分）

可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特点（阶段性、曲折性、时代性等）、社会主义建设典型代表、
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贡献等多角度拟定论题。 其中论题 ２ 分，阐释过程 １３ 分。

示例一　 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阶段性。
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 １５１６ 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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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之后不断发展。 １８４８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 《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飞跃。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 欧文建立的“和谐移民社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次实

践。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

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 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东欧国家、中国等相继建立

无产阶级政权，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欧亚多国。
社会主义建设从探索到形成特色。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苏联模式（斯

大林模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苏联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 中国在实践中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发展了社会主义。
示例二　 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曲折性。
１８２４ 年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欧文建立“和谐移民社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进行系列探索逐步形成苏联模式，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后来弊端日益暴露，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模仿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最
终也都失败，社会主义发展受挫。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也曾出现失误，但是党及时进行了调整，做出改革开放

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面临诸多问题，也曾遭遇挫折，但以中

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已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示例三　 苏联和中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突出代表。
１９１７ 年，俄国以“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列宁为首的苏俄领导人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经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后，斯大林走出一条高度集中的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开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苏联

先后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最终均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获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１９４９ 年建立后，根据国情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社会主义建设从模仿苏联到实施改革开放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

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模式。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起点不同，道路不同，特点不同，结果不同。 两国是科

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代表，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示例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

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创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结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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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经历了从学习

模仿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 ２１ 世纪初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

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定走适合自

己的道路提供了重要参照，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说明：学生从其他角度确立论题作答，只要符合要求，言之有理且表述充分，即可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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