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金丽衢十二校 2024 届高三第二次联考历史试题

选择题部分

一、选择题 I（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每小题列

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

不得分）

1．夏朝汲取了旧石器时代中原文明的精华，从古国文明的汪洋之中脱

颖而出。《史记 ·夏本纪》记载：“（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锡

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以下关于夏朝说法正确

的是

①私有制产生并即将迈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②统治集团内部由“传贤”演化为“传子”

③犁耕已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④二里头文化吸收了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④          

D．③④

2．孟子被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

和发展者。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

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

东亚。下列不．属．于．孟子的观点是

A．“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B．“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C．“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D．“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

3．2017 年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了《燕然山铭》石刻（下图），该

石刻可以佐证

A．秦朝蒙恬收复河套并修长城        

B．东汉窦宪大败北匈奴并记功

C．北魏孝文帝即位后祭拜祖先        

D．元世祖设置宣政院管辖西藏

4．史书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

来耙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贯彻施行      



B．北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

C．“诸色户计”固定了人口职业        

D．边疆形势紧张须扩大粮食供给

5．苏轼在《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中写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

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这反映出宋代

A．士族阶层已经日趋衰落             

B．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C．城市中的饮食设施发达             

D．士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6．利玛窦（1552～1610 年）出生于意大利贵族家庭，1582 年到澳

门，第二年进入中国内地，1589 年迁居韶州，以后又到南京及江西南

昌等地。此中，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们交游，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

理等。他“畅谈”的话题可能会有

①番茄由观赏植物变为百姓餐桌的食用蔬菜

②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

③白银流通量的增加推动赋役制度重大变革

④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数学概念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晚清某一历史事件改变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了当时列强殖民中

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

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

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会更有效。该历史事件的口号是

A．“扶清灭洋”

B．“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C．“师夷长技以制夷”

D．“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8．观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结构图，解读正确的有

①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②苏维埃政权建设适应了土地革命的需要

③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并制约平衡 

④苏维埃政权是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9．下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变化，据此可知

年

份
项目 粮 棉 钢 煤

总产量
1.64

亿吨

130.

4 亿

吨

135

亿吨

0.65

亿吨
195

2 年 比 194

9 年 增

长

36% 193%
754

%

105

%

总产量
1.95

亿吨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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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亿吨

1.3

亿吨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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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增

长

19% 26%
296

%

100

%

A．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B．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碍工业化建设

C．“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D．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0．据希罗多德记载：“那里（古埃及）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

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

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材料

意在强调



A．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是古埃及的支柱

B．埃及统治者高度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

C．尼罗河为埃及农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D．古埃及人从迁徙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

11．下图为近代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示意图，据此解读

正确的有

①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

②君主立宪制的代表，君主权力受到限制

③权力制衡原则是该国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④经历了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多次反复后最终确立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2．自 1895 年起，“文明”取代“暴力”成为法国殖民扩张的基石。法

国人于贝尔·利奥泰在北非继续实践了这个理念，在摩洛哥推行有限同

化政策，承诺尊重当地文化。但实际这种人为的、外力保证的秩序一

方面造成整个社会对传统的迷信和崇拜；另一方面，这种强加的传统

假定当地的文化劣势，刺激了当地人对欧洲文明的激烈排斥。下列项

中，对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A．“文明”取代“暴力”改变了殖民侵略的实质

B．文化侵略使被侵略民族文化呈现出新的多样性

C．文化侵略极大推动欧洲文明向亚非拉地区传输

D．文化侵略的优越性迫使军事镇压退出历史舞台

13．下图漫画“新年展望”发表于 1940 年末，画中的人物正自豪地回

首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该漫画的背景是



A．英国顶住了法西斯对伦敦的空袭    

B．苏联战场成为抵抗德国的主战场

C．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实现了联合     

D．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

14．中小企业是二战后德国经济的主体，数量约有 1000 多家，占全

国企业的 99.6%。这些虽然是私人企业，但必须实行劳资共同治理，

工人不仅要参加管理，而且要进入监事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联邦政

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的法律法令，完善了养老保险、疾病保险、

失业保险。这说明二战后德国

A．率先构建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B．社会保障是德国崛起的主要因素

C．通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来复兴经济   

D．调整劳资关系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15．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欧美国家的鼓动和支持下，乌克兰积极

推动“脱俄入欧”进程，而俄罗斯却坚持拉拢其加入原苏联地缘政治空

间范围。俄乌冲突陷入了一场多边地缘政治博弈的“拉锯战”中。材料

旨在说明

A．意识形态对立是俄乌冲突的首要原因

B．冷战思维是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C．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D．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选择题Ⅱ（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每小题列

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

不得分）

16．有史料记载：北魏御史“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百官公

卿在御史路经时都须在路旁停马回避，“行动迟缓者，以棒棒之”。唐

时的御史出巡，“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唐朝

和明代的监察御史常“代天巡狩”。这些现象反映出

A．古代监察官员拥兵自重威胁中央     

B．监察御史有较高权威并震慑地方

C．监察制度随着皇权加强渐趋严密     

D．监察官成为专制统治的“耳目”

17．有学者认为，由于西方工业发达，而中国“工艺日衰”，其结果是

洋商从中国运回去的是中国的“生货”，运来的是“彼国之熟货”，造成“我

工业上之利皆为彼囊刮殆尽，彼日以赢，我日以拙，彼日以富，我日

以贫”，“库款支出借贷洋债动辄万万”的局面。因此中国只有使工业“日

臻精美”，才能“握利权，虽各项洋货源源而来，漏厄亦可稍塞”。总之，

他们认为“今日中国治贫之药石”就是“劝中国振兴工艺专精制造”。材

料意在说明

A．不平等的贸易格局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

B．提倡国货是抵制外来经济侵略的主要途径

C．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才能避免利权外流



D．改进提高民族产业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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