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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高三大数据精华浓缩训练卷·4 月卷 

第三模拟 

一、单项选择题（共 15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 

1．《诗经·小雅》中的宴飨诗以君臣欢宴、亲友聚会为主要内容，多描写主人的慈惠、宴饮的礼节、酒肴的

丰盛以及宾客对于主人盛情款待的感激和赞颂。这主要体现了 

A．好礼从善的价值取向 B．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 

C．宗室内部的礼乐仪式 D．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2．从唐太宗时期开始，中书、门下省往往联合办公，官署即称为“政事堂”。后来，唐朝皇帝常常在上朝之

后，召见尚书、中书、门下长官，共同讨论国政。这些情况表明 

A．唐朝三省出现一体化趋势 B．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 

C．君主的权力受到极大制约 D．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3．下图为隋、元的漕运示意图。其漕运空间变化的信息反映了 

 

A．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B．封建国家走向统一 

C．海外贸易日益兴盛 D．区域长途贩运发达 

4．“学校，所以养士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

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

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这段材料中，作者意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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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世致用 B．尊师重教 C．知行合一 D．直言进谏 

5．1901 年 7 月，张之洞与刘坤一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力倡教育“会同文武”，主张全国小学校“必设

兵式操场”，加习“体操”。1902 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明确规定各级学堂中“体操”均为必修科目。这些

做法 

A．与科举制度的废止相互配合 B．适应了救亡图存运动的需要 

C．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D．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价值重估 

6．有学者对上海《申报》在 1911 年至 1919 年刊登的纺织类广告数量作了统计（如下表）。对此理解正确

的是 

年份类别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中资 6 19 20 24 36 23 20 24 20 

外资 4 7 9 12 18 18 6 10 22 

A．上海已成为纺织业的中心 B．纺织业成为最大新式工业 

C．民族资本已超过外国资本 D．内外环境影响纺织业兴衰 

7．辛亥革命爆发后，《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报刊因为报道革命军失败的消息而激起民众的愤怒，

致使报社建筑、橱窗被损毁。这说明当时 

A．民主革命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B．革命派担心列强武装干涉 

C．清政府加紧对革命党人的镇压 D．新闻不实遭到民众的抵制 

8．民主革命时期，有人宣扬“一次革命论”。有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

另有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

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基于此，毛泽东写了 

A．《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B．《论持久战》 

C．《新民主主义论》 D．《论联合政府》 

9．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战，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地图中所示字母与抗战中事件对应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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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B．“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C．淞沪会战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D．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0．从 1987 年 5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城市企业、交通、外贸、基建、商业等行业先后开始实行承包责任

制。但对于城市经济改革后出现的一些经营大户和承包大户，有些人主张限制和取消，邓小平得知后明确

主张不能动。这反映 

A．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城市体制改革 B．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支持城市改革 

C．经济改革必须打破传统思想枷锁 D．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 

11．17 世纪初，英国下院中未领骑士称号的乡绅和市民代表渐渐超过骑士议员，成为下院议员的主体，下

院议员的平均财产起码相当于上院议员的三倍。这一现象在本质上表明当时的英国 

A．封建王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新选择 B．下院超过上院掌握了议会大权 

C．新兴阶级和旧贵族的经济实力变化 D．议员选举资格发生了明显改变 

1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不仅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地论证了国家掌握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而且从实践

中证明了摧毁教会把持学校传统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各级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资产阶级宣传和灌输其政治、

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主要阵地。该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是 

A．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观念 B．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主义 

C．国家权力高于教会的主张 D．深入人心的教育世俗观念 

13．1921 年，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

不需要采用的。”这说明了当时苏俄的“特殊过渡办法” 

A．恢复了商品雇佣关系 B．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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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巩固了工农联盟基础 D．是基于生产力客观水平的选择 

14．19 世纪左右，德国浪漫派致力于从德意志的中古、远古乃至史前史，从它的大自然景色中，从语言中，

从民间风俗习惯中，从活生生的、不朽的血脉相连的生命群体中获取感情与精神的努力据此可知，当时的

德意志 

A．从历史中挖掘感情世界 B．浪漫主义文学素材丰富 

C．完成统一大业迫在眉睫 D．民族主义影响文艺创作 

15．1973 年 13 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

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与西班牙语的断层线

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由此可见 

 

A．文化认同影响区域合作 B．语言隔阂阻碍经济合作 

C．殖民体系瓦解尚待时日 D．区域合作不宜规模过大 

二、非选择题（共 3 题，共 55 分，包括必做题和选做题两部分。其中 16-17 为必做题，第 18

题为选做题，包括四小题，选做其中的两小题。） 

16．图 1 与图 2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有关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珍贵文书藏品。阅读材料，完成下

列要求。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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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图 1 文书及其简介信息并结合所学，指出“大包干”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各自的归属，概括“大

包干”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图 1 与图 2 两件文书各自形成的时代大背景。 

（3）以材料中图 2 的文书藏品为例，从材料来源和内容角度提取有效信息，分析这件文书对于研究当代中

国农村改革有何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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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4～20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部分） 

时间 事件 

14～15 世纪 英国开展“圈地运动” 

16 世纪 英、法、荷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 

1759 年 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 

1780 年 英国先后开征房产税和麦芽税 

1786 年 英、法两国签订《英法商约》，互相减少关税 

1929～1933 年 经济大危机 

1933 年 罗斯福新政 

1936 年 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73 年 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滞胀”现象 

1974～1980 年 供给学派提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从表格中提取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自拟一个主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写明论

题，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18.【选做题】 

A.【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辽代南面官系统是辽朝管理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权力机关。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北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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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割据势力相互混战，大量汉人逃入契丹活动的地区。耶律阿保机十分重视这股力量，他任命契丹贵

族专门管理契丹各部事务，同时也仿照唐、五代设置了政事令、左尚书、右尚书等，管理汉人事务。在辽

太宗耶律德光时期，辽政权境内南北双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同和明显

的差距。邓律德光在接管燕云地区时体会到抢掠、屠掳只能导致民众激烈反抗，这就要求契丹统治者拉拢

汉族地主阶级共同统治燕云地区。鉴于此，辽太宗在燕云十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

寺、监、诸卫、东宫之官”，选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担任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并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

汉仪”，尊重旧有的封建官制礼仪。 

——摘编自何天明《辽代南面官探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辽代实施南面官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代推行南面官制度的概况和实质。 

B.【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夏鼐早年接受了文理并重的基础教育，后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

钱穆、蒋廷黻、雷海宗等名师，并潜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重要历史典籍。1934 年，夏鼐在

梁思永的指导下参加殷墟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他在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名额后，选修考古学院的多

门课程，系统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参加史前时期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1941 年回国后，他

又跟随梁思永亲临一线进行田野考古。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不遗余力地为中

国考古学引航掌舵。1949 年，他通过琉璃阁车马坑的完整揭露，结合实际深入钻研有关文献，第一次根据

实物复原了古代车子的模型，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并于 1951 年成功地将公元前 4 世纪至前 3 世纪的

战车予以复原。夏鼐在整个新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致力于考古队伍的培育和实事求是严谨学风的缔造。

在田野调查工作时，他注重培养青年同志独立工作的能力，并身体力行地传授献身精神和严肃作风，极大

地推动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王世明《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2）根据材料，概括夏鼐取得成就的原因。 

C.【探索历史的奥秘】 

历史与历史解释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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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出材料一作者从哪些方面关注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述，并说明其意图。 

材料二  卡尔·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托波尔斯基认

为历史解释分为：一是“描述性解释”，通过叙述历史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发生性解释”，指出给

定现象的起源，回答“是怎样发生的”；三是“结构性解释”，说明某一现象在给定结构中的位置，如某一事件

的意义和作用；四是“定义性解释”，给现象提供定义，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五是“因果性解释”，

说明现象的原因。 

——摘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记忆》 

（2）请从材料二中任意选择一种“历史解释”，解释 19 世纪 40 至 70 年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D.【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原创精品资源学科网独家享有版权，侵权必究！ 

 

9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紫禁城分“前朝”与“后廷”两部分。午门以北，乾清门外以南，所有三大殿及文华、武英各殿廷均

为前朝；乾清门以北，则称后廷。对帝王来说，前朝是“国”，后廷是“家”，所有的建筑都是面向正南方。从

空间来看，紫禁城的千门万户，院藏的各种文物，以及宫殿与文物藏品后面曾发生过的人和事，种种秘辛

内幕，宫廷的文化生活，是一个鲜活的统一体。很显然，离开了官阙往事，没有了附着其中的历史内涵，

那些官廷旧藏的意义和价值势必受到影响。同样，要保护完整的故官不只是 72 万平方米以内的紫禁城，还

要保护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明清皇家建筑，以及它的保护区、缓冲区。从时间来看，故宫藏品虽为清宫

旧藏，但其中文物则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各主要门类，而且反映了 5000 年的中华文明史。 

——摘编自郑欣淼《“完整故官”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故宫建筑布局体现出的封建礼制和传统哲学。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说明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