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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铁一中高三年级历史考前保温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湖南省城头山遗址以“中国迄今最早的城垣”而著称，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发现大溪文化

土坑墓 215座，随葬品分布数量如下表。这一发现可用于研究（ ）

随葬品数量 0件 1—10件 10—20件 20件以上

墓葬数量 47座 154座 12座 2座

A． 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状况 B．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C．区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D． 早期王朝国家墓葬文化

2．战国时期，12岁的甘罗因足智多谋而不费一兵一卒帮助秦国得到 11座城池，被秦王嬴

政封为上卿；汉代在察举制中特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年龄在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能“博

通经典”就可以入选，“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这些做法（ ）

A． 使人才选拔更趋公平 B．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

C．优化了官僚队伍结构 D． 引发民众对童蒙教育的重视

3．下图为《晋书·何曾传》中的相关记载。这折射出当时（ ）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何）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
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A． 儒家思想遭遇挑战 B．士族阶层的腐朽没落

C．礼乐制度存在缺陷 D． 礼法之争的历史现实

4．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中书省收到浙东道就江南秀才免差问题的文书，经查找发

现，此前有儒人优待的圣旨，但只在北方执行。朝廷决定沿用此政策，并派人去江南诸

道开读圣旨。元朝这一政策（ ）

A． 有助于边疆内地管理一体化 B．减轻了对百姓的人身控制

C．延续了“四等人制”治理模式 D． 有利于儒学的传承与发展

5．表 2为明清时期自耕农生活水平估算。据此可知，明清时期（ ）

五口之家（二大，三小） 收支（明清石） 占总产比重（%）

亩积 10亩（明清亩）

总产 3×10=30 100
口粮 20 67

农本消耗 4.5 15
税粮 5 16
衣着 2.34 7.8

余额
包含衣着 0.5 2
扣除衣着 -1.84 -5.8

表 2
A． 小农经济呈现明显的脆弱性 B．农业多种经营兴盛

C．手工业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 D． 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6．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出现更多白

话报刊，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此外，维新派还倡导过“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

革命”。其目的是（ ）

A． 为维新变法创造舆论 B．宣扬资产阶级文化

C．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D． 影响清政府的决策

7．1910年 10月《民立报》创办于上海，倡导国民的独立精神，尤其重视政论宣传，颇受

读者欢迎。1912年 1月的《民立报》传出了发自女界的一种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

责。”这可用于说明（ ）

A． 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广泛 B．女性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

C．全国报刊的面貌为之一新 D． 建立共和制成为国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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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它（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

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

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本文旨在（ ）

A． 强调农村革命的意义 B．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

C．重申党对军队/领导 D． 批判苏联城市中心论

9．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提出要为妇女打破一切礼教束缚。土地革命时期，苏区

政府提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20世纪 40年代，中共中央先后签发《中共中央关

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文件，不断调整

政策持续推进妇女解放。这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

A． 积极确立新型婚姻伦理 B．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

C．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 D． 探索适合国情的妇女解放道路

10．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高校响应国家号召进行迁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迁至

安徽，不仅在当地扎根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科研与教育水平提升。这可用于说明

（ ）

A． 三线建设优化了高校布局 B．军事战略配合高校发展

C．“八字方针”促进教育均衡 D． 地方经济制约高校迁徙

11．图 1是 1981—1986年中国部分农业机械数量变化趋势。

图 1
该变化趋势说明（ ）

A． 中国粮食产量取得重大进步 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C．我国农业机械化有长足进展 D． 农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侧重点

12．中世纪，西欧城市行会对生产和贸易进行严格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兴的行业

开始出现，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却难以加入行会，受到行会的排斥。这反映了当时西欧

（ ）

A． 庄园经济根基动摇 B．经济转型推动观念变革

C．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D． 传统经济秩序受到冲击

13．明治政府把原来官办的工厂（除部分军事工厂外）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如长崎造船厂

投资 62万日元，三菱仅以一次付款 9.1万日元的低价获得。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 ）

A． 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B．促进民间产业发展

C．培养大型垄断企业 D． 推动军事工业发展

14．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推进改革诉求，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1859年，在大都市工

程委员会的领导下，伦敦开始修建排水系统；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鼓励城市公共

绿地建设。这反映了英国（ ）

A． 推行自由放任政策 B．医疗卫生体系完善

C．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D． 绿色革命理念流行

15．1923年，苏联成立了“扫盲”协会，兴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扫盲运动。到 1927年，实

现了全民脱盲，并建立了七年义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这些做法旨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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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B．繁荣苏维埃文化建设

C．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D． 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

16．20世纪 70年代，英国面临严重的经济滞胀、传统工业衰落等问题。为此，撒切尔夫人

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后，英国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的比重下降。导致这一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刺激传统工业复苏 B．调整凯恩斯主义策略

C．强化英国工会权力 D． 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52 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8分）

材料一

介于湘鄂川黔四省之间的湘西地区因环境闭塞、复杂，蚊虫、毒蛇、瘴气极多，历来被

统治者视为“蛮烟瘴雨”。清康熙、雍正年间，湘西各地先后改土归流，设永顺府及乾州、

凤凰、永绥三厅治理。以此为基础，官方陆续在湘西设立学校，推行教化。通过建学宫、设
学官、定学额等措施在湘西创办府厅县学，开科取士，地方官出资兴建书院，培育人才，先

后建立 17所官办书院。清代湘西的官办书院重视医学。乾隆四年乾州厅同知王玮即聘请精
通医术的贡生胡师谦担任镇溪书院山长，并在书院“设医学以济众”。兴学设教为湘西培养
了大批具有专研能力的读书人，为其自学医术奠定了基础，如凤凰厅儒生胡继周即自学医术

成为医生。受“重巫轻医”思想影响，湘西地区原本“尤信巫尚鬼，不重医药，故本地亦无
精于医者”。在兴学设教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下，清代湘西地区逐渐出现了众多医术精湛的儒

医，他们一方面努力行医救人，另一方面向贫困病患无偿赠药。兴学设教渐开湘西民间重视
医药之风，有助于遏制巫师借祭鬼禳病之机蛊惑人心。这些均对清代湘西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产生了积极影响。

——摘编自龙圣《兴学设教对清代湘西医药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随着清朝把台湾纳入政治版图，清政府在台湾也建立了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

等多层级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把台湾士子纳入科举考试体制之内，增强了台湾民众对祖国
大陆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并使台湾在文化上形成与大陆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

——摘编自邢广程等《〈清代国家统一史〉：清代推动了台湾与大陆一体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湘西地区兴学设教的特点，简析兴学设教

对湘西医药发展的影响。（10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以文化治理与国家统一为主题，自拟论题，并加以

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袭材料所举

事例。）（8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分）

材料一

我当时住在汉口万民后街，21岁，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昌招生，就和表姐、同学 4 个人

一起去报考，也不管家里同不同意。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报考时被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怕死么？你们想发财不？怕死的、想发财的就莫来。”我们 4个怀着一腔报国热情，

毅然决然报了名，参加了考试。记得当时考试时有 80架日本的飞机在头顶轰炸。报考军校
的所有学生仍继续坚持在考场镇静考试，为了能考上军校，为了能为国抵抗外敌入侵，哪怕

炸死也心甘！
材料二

1938年，我进入武汉空军第九总站工作，总站长熊产辉，我们同苏联空军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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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后，我们住进机场左边营房中，差不多天天有警报。我们来参加空军作战的，不能躲警

报，只能站在作战一线，好在苏联派来了援华自愿军和我们一同作战。苏制飞机的性能很好，
士兵士气也很高昂，他们是支援中国的飞虎队。他们比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来到中国，

为保卫中国跟日军浴血长空。他们中有 200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不被中国的
大多数人所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中国人献身的苏联英雄。

材料三

衡阳这一仗惊动了全世界，我们以少胜多，打得日军落花流水，打了 40几天，本来只

能维持最多 7 天半个月，结果维持了 40 几天，所以是打得最激烈，最惨的一仗。日军 10
多万人，我们只有 1万多人，我们的武器也比他们差，但我们中华民族确实不畏强暴，不怕

死地干到底，民族很强硬，很强大的。当时我们的士兵没饭吃，生活非常艰难，幸亏衡阳城
里还留了几千青中年给我们送饭，送菜，送东西来吃。如果说没有当年的老百姓，军民联合
来送军粮，那肯定是没有被打死就被饿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弹尽粮绝，没有吃的，也没有

子弹。
材料四

打日军，主要靠的就是坚强，毅力，决心，血和肉，就像我们现在唱的国歌，“把我们

的血和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的弹药、飞机、火药都不如日军强大，却战胜了日军。
打日军我们死了很多很多人，包括老百姓，大概有 2000万人牺牲了。我们是一个被欺负被
压迫的民族，从甲午之战开始，这都八九十年了。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打我们，这一次是最

后的胜利，彻底战胜了日军。我恰好碰到了这次胜利，这是联合抗日的胜利。
——以上材料均摘自：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自拟论题，加以阐

述。（要求：论题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流畅。）（16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8分）

材料一

在美国外交史上，政策口号含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实用主义性质。杨生茂先生把美国外交

政策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 年）、海外扩张时期（1897—1945
年）和全球称霸时期（1946年至今）。

——摘编自杨令侠、朱佳寅《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实践与思想》

材料二

二战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但 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是以重建西欧经济
为核心并不涉及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1949年，美国在蒙得维的亚召集 16个拉美国家

举行会议，会上拉美各国一再要求美国帮助发展基础工业，但美国代表强调其在拉美的投资
重点是原料开采和粗加工、轻工业、装配业等。1957年美国设立了“发展贷款基金”来对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贷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针对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国家。20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援助重点转向了亚非拉美不发达地区。

——摘编自周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海外扩张时期”提出的对外政策口号。（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 194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1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