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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

历史

1. 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爵位由高到低称为公。侯，伯，子、男。楚国先祖在西周初被封以“子男之

田”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自称为王，称霸中原，争当华夏盟主，孔子编撰《春秋》仍坚持称楚王为“楚

子”孔子此举目的是（   ）

A. 实录历史事实 B. 提升周王权威

C. 维护等级秩序 D. 强调文化差异

2. 在中国古代，自然环境、社会生产状况、国家政策、灾害以及战乱，都会对人口的区域布局产生影响。

下图显示了两汉间江浙一带与湘江流城人口增长的巨大差异。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A. 土地兼并程度 B. 经济发展水平

C. 人口自然增长 D. 移民流入数量

3. 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时代特点，下列情景中，可能出现于北宋都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是（   ）

A. 早晨 家喝红薯玉米粥 B. 晚上去夜市听人说书

C. 到指定市场用银元购物 D. 出门时穿件黄色棉袍

4. 明代很多熟读儒经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秉持“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信条。尽心于实践

“圣人之学”。与这种社会行为最契合的思想观念是（   ）

A. “百姓日用即道” B. “心外无物” C. “存天理，灭人欲” D. “工商皆本”

5. 清末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一文中说：“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

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这反映出

（   ）

A. 传统戏曲的演出逐渐衰落 B. 戏剧开始由愉悦达官显贵转向民众

C. 戏剧成为宣传革命 手段 D. 反清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弱化

6. 有学者认为，绅商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主要活跃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他们已开始接触和使用新

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开始带有近代趋向，但在很多方面依然非常守旧和传统。这可

用于说明当时中国（   ）

在

的



第2页 | 共5页  

A. 绅商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 B. “尊士贱商”的积习遭弃

C. 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已被颠覆 D.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7.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注重增强阶级基础。中共一大在讨论今后的工作时，“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

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

人。”这反映出当时（   ）

A.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B. 民主革命纲领开始制定

C. 党的中心任务确立 D.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8. 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提高妇女 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

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这一决定的实施（   ）

A. 促进妇女彻底摆脱封建束缚 B. 有利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巩固

C. 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阶级基础 D. 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需要

9. 共和之前的古罗马部分诉讼中，败诉方须将用于担保的牛羊祭神，以赎伪誓之罪。担保的牛羊多超出诉

讼物价值，且影响农牧生产。共和国早期，败诉方改向国家缴纳罚金，到公元 3世纪末，罚金已无足轻

重。这一变化表明罗马共和国时期（   ）

A. 系统完备的罗马体系形成 B. 法律注重保护公民的利益

C. 法律事务受到神权严格控制 D. 贵族对法律的解释权扩大

10. 西方某一文学思潮挑战和反叛了强调“主观”“创造”“情感”“想象”的文学城规，主张科学理性

精神，刻意追求“客观”“写实”。据此可知，该文学思潮属于（   ）

A. 古典主义 B. 浪漫主义 C. 现实主义 D. 现代主义

11. 有学者认为，巴黎公社工人制造了一个断裂，历史 途贯件步伐在这里戛然而止，它宣告了工人阶级

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断裂”是指（   ）

A.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被颠覆 B.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人们生活

C. 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D. 封建保守势力复辟梦想破灭

12. 1952年，美国对菲律宾启动了蔬菜种子项目，次年升级为“民主种子”项目，该项目将募集或低价购

买的蔬菜种子在菲律宾农村分发并给予种植指导，同时将西方观念传播给受助的菲律宾民众。美国“民主

种子”项目的实施（   ）

A. 反映两极格局形成后美苏对抗的升级

B. 旨在促进菲律宾经济发展与观念变革

C. 推动了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D. 凸显了对第三世界地区的宣传与争夺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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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塞尔登中国地图》长 160厘米，宽 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

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

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

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

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

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

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

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

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

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

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 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1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

项目。毛泽东豪迈地写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记

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的伟大奇迹，无

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实。

结合史实阐释一则新中国的“国家记忆”。(要求：体现国家意义，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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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铁路建设极为缓慢。185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仅为 980俄里。1861年农奴制

改革后，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又制订了一系列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并为私有铁路公司做为建设资

金的股票和债券提供 5%的收入担保。1870-1880年，俄国政府将境外发行债券中的 6亿卢布入股政府的专

项铁路建设基金，以用于购买私有铁路公司的债券、股票等。19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政府全面收购私

有铁路公司，统一造价。随着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加剧，9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的重心转向中亚、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至 90年代末，俄国铁路长达 5万多俄里。

——摘编自张广翔、逻红梅《19世纪下半期俄国私有铁路建设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19世纪后半期俄国铁路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俄国农奴制改革对铁路建设的影响。

16. 【历史—选修 3：20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快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步伐，在伪满初即制定了所谓“总四兵”移

民和一般“农业移民”的侵略方针。为实现移民侵略,日本政府对本国人民进行欺诈性宣传。日本移民主

要配置在沿苏边境一带，山林边远地区，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的中心地区，日本侵略者认为“选

定和取得农耕地，与满洲日农移民成败的关系极大”。1936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庞大的移民计划，并

列为“七大国策”之一。为此，日本和伪满洲国都强化了有关移民机构。截至 1944年底，日本移民侵占

土地相当于当时东北耕地总面积的 1/10，到 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达 10.6万户

31.8万人。

——摘编自孔经纬《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移民中国东北的后果。

17. 【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

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

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

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

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折孔子“乐教”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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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

历史

1. 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君爵位由高到低称为公。侯，伯，子、男。楚国先祖在西周初被封以“子男之

田”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自称为王，称霸中原，争当华夏盟主，孔子编撰《春秋》仍坚持称楚王为“楚

子”孔子此举目的是（   ）

A. 实录历史事实 B. 提升周王权威

C. 维护等级秩序 D. 强调文化差异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春秋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楚国国君自称为王，称霸中原，争当华夏盟主。”并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春秋时期是礼治社会，礼仪是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最高的行为准则，楚国国君自立为王并没有得

到周天子的册封，当然，也不可能得到重视“礼仪”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肯定。孔子编撰《春秋》是为了

明确等级制度上下尊卑关系，以稳定社会，达到社会和谐，如果孔子承认了楚国国君为王的实事，那么也

就代表孔子自己先违背了自己遵从的“礼”。所以在孔子改《春秋》时一直称楚国国王为楚子、楚人，综

上可知孔子此举目的是维护等级秩序，C项正确；《春秋》是中国古代史类文学作品，孔子此举目的并非

实录历史事实，排除 A项；孔子编撰《春秋》坚持称楚王为“楚子”，无法达到提升周王权威的效果，排

除 B项；材料中没有将各诸侯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无法得出强调文化差异的结论，排除 D项。故选 C

项。

2. 在中国古代，自然环境、社会生产状况、国家政策、灾害以及战乱，都会对人口的区域布局产生影响。

下图显示了两汉间江浙一带与湘江流城人口增长的巨大差异。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A. 土地兼并程度 B. 经济发展水平

C. 人口自然增长 D. 移民流入数量

【答案】B

【解析】



第2页 | 共13页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西汉至东汉（中国）。据本题图 3材料信息可知，与公元 2年相比，江浙一带与湘江流域的户数

和口数均出现增长，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

南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口的增长，所以能够解释材料差异的主要因素应为东汉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提高，B项正确；材料中没有土地兼并造成南方人口数量增加的相关论述，排除 A项；发展到公元

140年，湘江流域的户数、口数相较于公元 2年出现大幅增长，这是人口的非自然增长现象，排除 C项；

材料图片中人口数量的变化并非推行移民政策的结果，排除 D项。故选 B项。

3. 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时代特点，下列情景中，可能出现于北宋都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是（   ）

A. 早晨在家喝红薯玉米粥 B. 晚上去夜市听人说书

C. 到指定市场用银元购物 D. 出门时穿件黄色棉袍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北宋（中国）。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中唐以后，随着坊市制和宵禁制度的松弛，夜市，这一经济

形态才在夹缝中逐渐萌芽。到了北宋时期，坊市制终于成为过去，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

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夜市的产生。历史上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据《宋代商业史研

究》载：乾德三年（公元 965年）四月十三，太祖赵匡胤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

止。”所以可能出现于北宋都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是晚上去夜市听人说书，B项正确；玉米在 1531年最

早传到广西，红薯进入中国约为 1593年，而北宋的存续时间是 960年—1127年，排除 A项；中国历史上

大量使用银子做货币开始于明朝中期，此时欧洲殖民者携带这海量白银从美洲来到中国沿海，这些银子的

涌入才让中国市场上白银的储量达到了可以支持日常交易的地步，排除 C项；宋朝仁宗之时规定不准一般

人身着黄色为底色和配图花样，排除 D项。故选 B项。

4. 明代很多熟读儒经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秉持“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信条。尽心于实践

“圣人之学”。与这种社会行为最契合的思想观念是（   ）

A. “百姓日用即道” B. “心外无物” C. “存天理，灭人欲” D. “工商皆本”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 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明代（中国）。根据材料信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并结合所学可知， 这句话的意思

是，虽然自己为了利益去行商，但是有自己的原则，即利己又利人，不害己害人，这样能做到就是圣贤有

道德的人。百姓日用即道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王艮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要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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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把满足群众穿衣吃饭作为第一需要，把“百姓”和“圣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读经和做生意不违

背，亦儒亦商，儒商是也，A项正确；心外无物，是出自宋代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即理也”，以及“宇宙即是

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张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存在，

与材料不符，排除 B项；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提出的道德修养目标。理解为保存心

中本具的天理，消灭人的私有欲望，与材料不符，排除 C项；封建统治者顽固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以

农为本，工商为末，保护和发展农业经济，抑制工商业的逢勃发展，这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宗羲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与材料不符，排除 D项。故选 A项。

5. 清末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一文中说：“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

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这反映出

（   ）

A. 传统戏曲的演出逐渐衰落 B. 戏剧开始由愉悦达官显贵转向民众

C. 戏剧成为宣传革命的手段 D. 反清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弱化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清末。根据材料“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

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并结合所学可知，清末陈去病重视戏

剧，认为它在鼓动平民、普及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结合时代背景，此时正处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革命思潮不断传播的过程中，陈去病认为戏剧对宣传革命的作用比《革命军》等著作作用更大，故号召青

年人投身戏剧，C项正确；材料未涉及传统戏曲的演出逐渐衰落的内容，排除 A项；材料未涉及戏剧的受

众，且“开始”的表述不符合史实，排除 B项；材料的主旨信息是戏剧与革命思想相结合下，更能发挥革命

思想宣传的效用，主旨信息并非强调反清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在弱化，排除 D项。故选 C项。

6. 有学者认为，绅商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主要活跃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他们已开始接触和使用新

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开始带有近代趋向，但在很多方面依然非常守旧和传统。这可

用于说明当时中国（   ）

A. 绅商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 B. “尊士贱商”的积习遭弃

C. 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已被颠覆 D.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近代（中国）。根据材料信息“绅商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主要活跃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他



第4页 | 共13页  

们已开始接触和使用新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开始带有近代趋向，但在很多方面依然

非常守旧和传统。”并结合所学可知，在晚清，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商人阶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革：商人阶层开始扩大；同时“士”和“商”开始结合，在晚清形成了所谓的“绅商”阶层。“绅

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绅商作为从传统商人演化而来的

新商人，即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引领中国进步的革命性，又对旧势力存在妥协，即民族资产阶级具

有两面性，D项正确；材料强调了绅商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但无法得出“主要动力”，排除 A项；材料未

涉及“尊士贱商”的内容，且“遭弃”的表述不符和史实，排除 B项；“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已被颠覆 ”的表述过

于绝对，排除 C项。故选 D项。

7.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注重增强阶级基础。中共一大在讨论今后的工作时，“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

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

人。”这反映出当时（   ）

A.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B. 民主革命纲领开始制定

C. 党的中心任务确立 D.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1921年（中国）。根据材料“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

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并结合所学可知，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

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

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C项正确；1924年至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

了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排除 A项；1922年中共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实

现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排除 B项；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展这种思

想,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D项。故选 C项。

8. 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

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这一决定的实施（   ）

A. 促进妇女彻底摆脱封建束缚 B. 有利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巩固

C. 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阶级基础 D. 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需要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1943年（中国）。根据材料“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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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并结合所学可知，抗日战争后期，通过土地改革，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

提高，这有利于动员广大妇女投身抗战，这有助于巩固抗日根据地，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B项正确；“彻

底摆脱封建束缚”的表述太过绝对，排除 A项；陕甘宁边区的阶级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

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妇女包含在内，故陕甘宁边区的阶级基础并未扩大，排除 C

项；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回到城

市，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D项。故选 B项。

9. 共和之前的古罗马部分诉讼中，败诉方须将用于担保的牛羊祭神，以赎伪誓之罪。担保的牛羊多超出诉

讼物价值，且影响农牧生产。共和国早期，败诉方改向国家缴纳罚金，到公元 3世纪末，罚金已无足轻

重。这一变化表明罗马共和国时期（   ）

A. 系统完备的罗马体系形成 B. 法律注重保护公民的利益

C. 法律事务受到神权严格控制 D. 贵族对法律的解释权扩大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根据材料“共和之前的古罗马部分诉讼中，败诉方须将用于担保的牛羊祭

神，以赎伪誓之罪。担保的牛羊多超出诉讼物价值，且影响农牧生产。共和国早期，败诉方改向国家缴纳

罚金，到公元 3世纪末，罚金已无足轻重。”可知，共和之前至罗马帝国时期，败诉方承担的败诉成本越

来越少，更多的维护了公民的利益，故法律注重保护公民的利益，B项正确；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编纂

民法大全，系统完备的罗马体系形成，排除 A项；材料未涉及法律事务受到神权严格控制，且神权对法律

事务的控制逐渐削弱，排除 C项；罗马帝国虽维护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但材料未涉及贵族对法律的解

释权扩大，排除 D项。故选 B项。

10. 西方某一文学思潮挑战和反叛了强调“主观”“创造”“情感”“想象”的文学城规，主张科学理性

精神，刻意追求“客观”“写实”。据此可知，该文学思潮属于（   ）

A. 古典主义 B. 浪漫主义 C. 现实主义 D. 现代主义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根据材料“主张科学理性精神，刻意追求‘客观’‘写实’ 。”并结合所学

可知，工业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揭露批判社会

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现实主义关注、再现、剖析社会，与材料相符，C项正确；古典主义文学

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欧洲，政治上服从于当时绝对君权的统治，在创作中推崇理性，反对个人感情的自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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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大量采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题材，与材料不符，排除 A项；浪漫主义既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

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有所揭露，寄希望于未来，表现手法上体现夸张、

想象瑰丽；创作风格上，构思丰富、情节起伏，排除 B项；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

生产力发展，但它以牺牲一定的精神道德为前提，物质和精神发展脱节使人们的思想产生矛盾，世界大

战、冷战，特别是核恐怖像定时炸弹一样悬在人们心头，使人们感到危机重重，甚至发生变态，现代派文

学反对传统的表现手法，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排除 D项。故选 C项。

11. 有学者认为，巴黎公社工人制造了一个断裂，历史的途贯件步伐在这里戛然而止，它宣告了工人阶级

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断裂”是指（   ）

A.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被颠覆 B.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人们生活

C. 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D. 封建保守势力复辟梦想破灭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可知是推断题，准确的时空是 19世纪 70年代的法国，

根据题意该学者认为这个断裂是因为历史的连贯性被打断，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缔造一个新的

世界，结合所学可知，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宣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新世

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法则，A项正确；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水平的提高，推动人类

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但是 B选项说法过于绝对，且与题干主旨不符，排除 B项；巴黎公社不是空想社会主

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后，欧文（和谐公社）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尝试，

排除 C项；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与封建保守势力无关，排除 D项。故选 A

项。

12. 1952年，美国对菲律宾启动了蔬菜种子项目，次年升级为“民主种子”项目，该项目将募集或低价购

买的蔬菜种子在菲律宾农村分发并给予种植指导，同时将西方观念传播给受助的菲律宾民众。美国“民主

种子”项目的实施（   ）

A. 反映两极格局形成后美苏对抗的升级

B. 旨在促进菲律宾经济发展与观念变革

C. 推动了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D. 凸显了对第三世界地区 宣传与争夺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可知是影响题、本质题、目的题和推断题，准确的时空

是 20世纪 50年代的世界。根据题干信息可知美国该项目在分发种子的同时把西方的观念传播给受助的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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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可以看出美国在注重西方观念的宣传，结合所学可知，20世纪 50年代美苏两极格局，加强对第三世

界世界地区的争夺，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D项正确；题干反映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和宣传，仍

然属于冷战，美苏对抗并没有升级，排除 A项；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是为了宣传西方观念，壮大资本主义

阵营的力量，排除 B项；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是为了宣传西方观念，壮大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维护资产

阶级的统治，不利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排除 C项。故选 D项。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塞尔登中国地图》长 160厘米，宽 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

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

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

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

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

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

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

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

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

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

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答案】（1）[参考答案]背景：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欧洲主要国家对外进

行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掠夺财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启蒙运动兴

起；新航路开辟，航海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

发展。    

（2）[参考答案]依据：地图的内容使用中国古代绘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采用中国传统上北下南的方位

标注，有关明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以中国南海为中心；航线网络以中国的泉州和漳州港为起点。意义：有

助于了解中国明朝后期的对外经贸往来；为了解当时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甚至其他地区的地理状况提供了

较为翔实的资料；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利于研究当时的中外交往，加强了中外交流。

【解析】

【小问 1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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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背景类材料题。根据“明末中国人所绘”、“该地图后被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

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等信息判断可知，《塞尔登中国地图》流传到英国的时间大约在 17世纪

前期。相关背景结合所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总结概括即可。如政治上，英国建立

了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经济上，欧洲主要国家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大

肆掠夺财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思想上，启蒙运动兴起；同时当时新航路

开辟，航海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原因类、影响类材料分析题。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根据“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

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可知是地图的内容使用中国古代绘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

采用中国传统上北下南的方位标注；根据“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得出有关明朝的内容最为丰富；根据“中

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得出以中国南海为中心；根据“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

起点，形成一个网络”得出航线网络以中国的泉州和漳州港为起点。意义根据对地图内容的描述和所学可

知，这幅图上有中国对外航海路线的网络，因此有助于了解中国明朝后期的对外经贸往来；而且为了解当

时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甚至其他地区的地理状况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对于世界的认

知；有利于研究当时的中外交往，加强了中外交流。

1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

项目。毛泽东豪迈地写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记

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的伟大奇迹，无

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实。

结合史实阐释一则新中国的“国家记忆”。(要求：体现国家意义，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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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参考示例】

论点：新中国的“国家记忆”之经济体制变革

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逐步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 1978年之后，逐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在邓小平南行谈话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20世纪 50年代初，面

对本国工业落后的现状，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于 1953年至 1957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特征是

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同

期，为了配合一五计划，我国又进行了三大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

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的帷幕。1982年，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传统观念，

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第一次使市场调节在经济体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这一阶段，我

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姓“资”姓“社”的争议中艰难起步。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自此摆脱了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围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展

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

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引领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解析】

【详解】本题是论述题之历史事物阐释题。时空是 1949年 10月 1日后的中国。根据材料中所给新中国经

济建设成就的信息及题干要求的“新中国的‘国家记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发展来看，可拟定论

点为新中国的“国家记忆”之经济体制的变革。关于阐释可从 20世纪 5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20世

纪 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20世纪 80年代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20世纪 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化及 21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等角度进行分析，最后进行归纳总结。若其它角度言

之成理也可。其它角度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社会风俗变革等角度进行切入，需要突出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15. 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铁路建设极为缓慢。185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仅为 980俄里。1861年农奴制

改革后，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又制订了一系列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并为私有铁路公司做为建设资

金的股票和债券提供 5%的收入担保。1870-1880年，俄国政府将境外发行债券中的 6亿卢布入股政府的专

项铁路建设基金，以用于购买私有铁路公司的债券、股票等。19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政府全面收购私

有铁路公司，统一造价。随着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加剧，9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的重心转向中亚、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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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至 90年代末，俄国铁路长达 5万多俄里。

——摘编自张广翔、逻红梅《19世纪下半期俄国私有铁路建设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19世纪后半期俄国铁路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俄国农奴制改革对铁路建设的影响。

【答案】（1）[参考答案]特点：政府主导并重视；制订了一些列管理措施；支持私有铁路公司的发展；设立

专项铁路建设基金，以购买私有铁路公司债券、股票（为债券资本提供担保）；统一造价；90年代铁路修建

重心转移至中亚等地区；成就显著。    

（2）[参考答案]影响：通过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为铁路建设扫清了一些障碍；农奴制改革后俄国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

铁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奴制改革，为俄国铁路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根据材料“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又制订了

一系列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可得出政府主导与重视，并制订了一些列管理措施；根据材料“并为私有铁路

公司做为建设资金的股票和债券提供 5%的收入担保”可知，设立专项铁路建设基金，以购买私有铁路公司

债券、股票，即为债券资本提供担保；根据材料“政府全面收购私有铁路公司，统一造价”可得出统一造

价；根据材料“9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的重心转向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可得出 90年代铁路修建重心

转移至中亚等地区；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俄国农奴制改革后，铁路建设成就显著。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俄国通过农奴制改

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这为俄国铁路建设扫清了一些障碍因素；俄国通过农奴制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

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铁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俄国通过农奴制改革废除农奴制度，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俄国铁路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6. 【历史—选修 3：20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快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步伐，在伪满初即制定了所谓“总四兵”移

民和一般“农业移民”的侵略方针。为实现移民侵略,日本政府对本国人民进行欺诈性宣传。日本移民主

要配置在沿苏边境一带，山林边远地区，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的中心地区，日本侵略者认为“选

定和取得农耕地，与满洲日农移民成败的关系极大”。1936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庞大的移民计划，并

列为“七大国策”之一。为此，日本和伪满洲国都强化了有关移民机构。截至 1944年底，日本移民侵占

土地相当于当时东北耕地总面积的 1/10，到 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达 10.6万户

3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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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孔经纬《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移民中国东北的后果。

【答案】（1）【参考答案】方式：制定侵略方针；欺诈性宣传；政府主导；有目 向重点地区移民；强化移

民机构等。    

（2）【参考答案】后果：使我国东北的农业生产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利益进行，是“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

殖民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他们对东北地区的农业物资和人力资源进行野蛮掠夺，使之成为日本进行

侵略战争的经济后方；使得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等。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方式：根据材料“在伪满初即制定了所谓‘总四兵’

移民和一般‘农业移民’的侵略方针”可知，制定侵略方针；根据材料“日本政府对本国人民进行欺诈性宣传”

可知，欺诈性宣传；根据材料“1936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庞大的移民计划”可知，政府主导；根据材料

“日本移民主要配置在沿苏边境一带，山林边远地区，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的中心地区”可知，有

目的向重点地区移民；根据材料“日本和伪满洲国都强化了有关移民机构”可知，强化移民机构。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后果：结合日本向东北移民的背景和所学知识可

知，关于后果可从日本对东北地区进行的经济殖民、物资的掠夺、以战养战措施的体现、东北地区经济进

一步殖民地化及破坏当地农业发展等角度进行分析。

17. 【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

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

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

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

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折孔子“乐教”思想的影响。

【答案】（1）【参考答案】原因：春秋晚期，王官之学开始向私家之学过渡；孔子是西周奴隶制度 崇拜者

和积极唯护者；维护等级秩序的需要；乐本身已经具备了礼的性质；乐具有情感感化的作用等。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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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答案】影响：乐教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礼

乐”、“感化”、“美”的思想亦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乐教侧重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个人的自我修养，

达到社会的和谐；乐教把音乐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现实政治服务；孔子的乐教思想是企图教导人

们维护传统的贵族音乐，以达到政治上恢复西周宗族制的所谓理想社会。

【解析】

【小问 1详解】

本题是背景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春秋时期的中国。原因：结合材料中关于“乐教”的内容和所学知识可

知，可从孔子生活的时代、代表的阶级利益、乐本身的特征和作用、私学的兴起等角度进行分析。

【小问 2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时空是春秋时期的中国。影响：结合材料中孔子关于“乐教”的内容、上述分析的

原因和所学知识可知，关于影响可从孔子儒家思想的发展、“乐教”对维护等级秩序与和谐社会发展的影

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要及乐教的本质等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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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乙卷）

历史

1.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岁）者

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   ）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 商业活动的衰退

2. 唐代中后期文人间流行诗歌唱和之风，“江南”成为唱和的重要主题。杭州、苏州、湖州、宣州（今安

徽宣城）等地名常在唱和诗歌中出现。这种风尚（   ）

A. 得益于稳定的地方秩序 B. 缘于坊市制度的崩溃

C. 助推山水田园诗的兴起 D. 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

3. 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在各地任官期间，都曾刊行

自己或先人、名宦、师友、乡贤的著述，地方官学、民间书院等亦以刻书为己任。这有助于（   ）

A. 士族阶层的出现 B.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C. 科举制度的兴起 D. 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

4. 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即“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

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这一措施意在（   ）

A. 强调农商皆本 B. 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C. 禁止人口流动 D.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5. 19世纪 70年代之前，伦敦市场上中国茶叶价格 日常波动很难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茶叶出口价格。随着

中英间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出口价格随着伦敦市场的标价而变动，销售数量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变

动而波动，这（   ）

A. 导致中国茶叶出口衰落 B. 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状况

C. 促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D. 削弱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

6. 1920年 5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

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

级）的国家”。这反映出（   ）

A. 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 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C.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7. 图 1、图 2分别为 1955~1956年拍摄的动画片《神笔》《骄傲的将军》的剧照，两部影片融入了中国传

统戏曲、诗画等元素，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这体现出新中国艺术创作（   ）

的



第2页 | 共6页  

    

A. 探索民族化道路的取向 B. 以进入世界市场为主要目标

C. 摆脱外来艺术形式影响 D. 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8. 1981年，北京京剧团实行改革，职工工资只发 70%，国家不再负担大部分福利；剧团演出费用自行解

决，演出盈余留存公积金 30%，上交剧院 10%，其余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红。经过试验，职工收入明

显增加。上述改革反映出（   ）

A. 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主体

B.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整体改制为企业

C. 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发职工积极性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9. 公元前 6世纪中后期，庇西特拉图先后三次攫取雅典城邦的统治权。他依照法律处理公共事务，关怀农

民，支持平民反对贵族，时人称其统治时期为“盛世”。该“盛世”的出现，得益于（   ）

A. 梭伦改革的制度基础 B. 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C. 五百人议事会的产生 D. 贵族特权被彻底铲除

10. 1661年，英国民兵法案宣布：民兵、海陆军队以及所有军事要塞和驻地的唯一最高的统辖权、指挥权

和部署权，历来属于国王陛下，这是不容置疑的。议会两院或其中任何一院都不能也不应要求这种权力。

这说明当时英国（   ）

A. 国王处于“统而不治”地位 B. 国王力图巩固统治权力

C. 强化王权以对抗“无敌舰队” D. 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

11. 20世纪 30年代，美国出现了各种各样 法西斯组织。他们采用恐怖手段破坏工人集会，杀害共产党

员、工会活动分子、黑人和犹太人。到 1938年底，美国类似的组织至少有 800多个。这一现象反映出当

时美国（   ）

A. 经济困境冲击社会秩序 B. 开始推行自由放任主义

C. 国家干预经济成效甚微 D. 扩军备战引发统治危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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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0~1970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额从 197.8亿美元增加到 397.5亿美元，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额也从 218亿美元增加到 413.6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出口额比重从

21.4%下降至 17.6%。据此可知，该时期（   ）

A.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B. 规范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

C. 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削弱 D.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下降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依据波茨坦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

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

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

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 8月 13日）

材料二  1945年 8月 10日，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挠，应有应战准备；并应警告

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

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日本战败之际，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

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8月 10日，美国政府下达指令：利用日本军队作守备队，阻止共产党前进，以待

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送到华南并把美国海军调到中国海港，15日，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求日本天

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大力帮助蒋介石运

兵到华北、华东，美国军队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10月下旬起开始助蒋向东北运兵。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上的主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在日本对华投降问题上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美国在日本对华投降问题上的做法。

1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认为要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赖“民德”的培育。民德分为

私德与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将春秋以来的“民德”按优劣

分为第一至第六共 6个等级，认为东汉儒学最盛，士人崇尚气节，民德最优。其所作《中国历代民德升降

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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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

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15. [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日本伊藤（博文）罢相来游中土……查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

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 

翰林院编修黄曾源奏陈：“建议之臣言联英、日以拒俄者，十之八九，而言和俄以疑英、日者，盖百不得

一矣……是伊藤之益于新政者，不可知；而其为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为今之计，莫若就此

和俄，以疑英、日之局而修补之”。

 ——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材料二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向严复询问变法对策。严对曰：“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

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陈时政、黄曾源、严复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三人的主张进行整体评价。

16. [历史—选修 3：20世纪 战争与和平]

材料  1910年，法国元帅福煦曾说：“飞机只是玩具，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

初，飞机分配到的任务仅有目视侦察一项，之后开始尝试空中照相。由于战争需要，飞机逐步应用于空

战，驾驶员用枪支互击，用手投掷炸弹。1915年，德国出现配置机枪的战斗机，交战国开始争夺制空权。

1916年，德国运用“空中马戏团”的方式组成特殊的作战中队，并于 1917年最先制成全金属军用飞机，

使空军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1918年，协约国和美国发起总反攻时，拥有飞机 8000多架，而德国有 3300

余架，协约国牢牢掌握了制空权。

——摘编自（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情况的变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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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飞机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影响。

17  [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 64世孙。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进

讲儒家经典受赏识，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他博览群书，喜诗文，精通音律，

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他经十余年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

社文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

亡之感，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

得非常成功。《桃花扇》在京师上演，使名臣故老皆掩映独坐，唏嘘而散，为统治者所不满，孔尚任旋被

罢官。

——摘编自《中国戏曲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尚任《桃花扇》取得成功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尚任仕途浮沉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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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乙卷）

历史

1.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岁）者

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   ）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 商业活动的衰退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设问词可知本题是背景题。时空是：战国时期（中国）。

根据材料可知，材料主要内容是小农生生产生活的景象，这一观点是孟子提出的，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孟子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战国时期出现铁犁牛耕，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

使小农生产取代了井田制下集体生产，C项正确；休养生息政策是源于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观点，排

除 A项；这一时期井田制走向瓦解，排除 B项；这一时期，工商食官不断崩溃，私营工商业不断发展，商

业活动较之前而言是发展的，排除 D项。故选 C项。

2. 唐代中后期文人间流行诗歌唱和之风，“江南”成为唱和的重要主题。杭州、苏州、湖州、宣州（今安

徽宣城）等地名常在唱和诗歌中出现。这种风尚（   ）

A. 得益于稳定的地方秩序 B. 缘于坊市制度的崩溃

C. 助推山水田园诗的兴起 D. 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次题干提示词可知本题是本原因题、影响题。时空是：唐中后期

（中国）。根据材料内容可知，材料主要内容是唐中后期文人流行诗歌唱和，江南是重要主题。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诗歌唱和主要体现的是文人之间作诗与别人相酬和，而诗人之间这种诗歌唱和基本以江南为主

题，主要是因为唐中后期，南方相对北方，社会秩序更加安定，A项正确；唐朝时期坊市制度没有崩溃，

排除 B项；山水田园诗兴起于魏晋时期，排除 C项；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因为安史之乱，排除 D项。故选

A项。

3. 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在各地任官期间，都曾刊行

自己或先人、名宦、师友、乡贤的著述，地方官学、民间书院等亦以刻书为己任。这有助于（   ）

A. 士族阶层的出现 B.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C. 科举制度的兴起 D. 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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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南宋时期（中国）。据材料“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及所学知识可知，书籍作为文化

传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南宋时期书籍的流行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D项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

自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形成了一

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士族，所以，士族阶层并非在南宋时期出现，排除 A项；汉武帝时期，儒学正统

地位确立，排除 B项；隋朝时期确立科举制，唐朝进一步发展，排除 C项。故选 D项。

4. 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即“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

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这一措施意在（   ）

A. 强调农商皆本 B. 加强对民间 控制

C. 禁止人口流动 D.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明初（中国）。据材料“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及所学知识可

知，百姓对邻里的情况相互知晓，有利于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与相互监督，进而加强对民间的控制，B项

正确；明清时期，政府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且邻里之间“知晓丁数、职业”，不能体现政府对农业和商业的

态度，不能反映农商皆本，排除 A项；明清时期，对人口流动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并不禁止人口流动，C

项表述过于绝对，与史实不符，排除 C项；邻里之间“知晓丁数、职业”是为了加强对民间的控制，与经济

均衡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且邻里之间的相互了解不能促进经济“均衡”发展，排除 D项。故选 B项。

5. 19世纪 70年代之前，伦敦市场上中国茶叶价格的日常波动很难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茶叶出口价格。随着

中英间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出口价格随着伦敦市场的标价而变动，销售数量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变

动而波动，这（   ）

A. 导致中国茶叶出口衰落 B. 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状况

C. 促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D. 削弱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近代（中国）。据材料可知，由于中国产茶，中国出口的茶叶价格高低影响伦敦市场茶叶价格高

低，19世纪 70年代后，随着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价格和销量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印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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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茶叶进入市场，使中国茶叶面对的竞争对手增多，客观上削弱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D项正

确；材料强调的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价格和销售数量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表明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中，中国茶叶出口的数值在材料中无法得知，排除 A项；材料反映了中国茶叶出口的销量“随着世界

经济的变动而波动”，但没有涉及其他出口商品的数量，也没有涉及中国进口商品的总数量，不能反映中

国对外贸易入超状况是否改变，且据所学知识可知，19世纪 70年代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状况并非改

变，排除 B项；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

内的有机整体，此时期不是促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排除 C项。故选 D项。

6. 1920年 5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

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 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

级）的国家”。这反映出（   ）

A. 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 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C.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 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1920年 5月（中国）。据本题材料“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

家”，并结合五四运动相关史实可知，1919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

产阶级力量壮大，“劳心者治于人”展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重视，源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材料反映出五

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主张工人阶级用革命手段建立无产阶级政权，C项正确；材料

中没有明确叙述工人的待遇得到极大改善，排除 A项；新文化运动前期宣传“民主与科学”，与材料内容

无关，排除 B项；北伐战争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与材料时间内容不符，排除 D项。故选 C项。

7. 图 1、图 2分别为 1955~1956年拍摄的动画片《神笔》《骄傲的将军》的剧照，两部影片融入了中国传

统戏曲、诗画等元素，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这体现出新中国艺术创作（   ）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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