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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安徽省六安市霍邱一中高一（下）期末历

史试卷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24小题，共 48.0分） 

1. 现代考古在秦、魏等国故地出土了许多生铁铸造的农具。1950～1951 年河南辉县

发掘了 5 座大型魏墓，1 号墓出土铁器 65 件，其中农具占 58 件，包括 、锄、铲、

镰、犁铧等一整套铁农具。材料说明战国时期（  ） 

A. 生铁铸造由魏国独断经营 B. 成套铁农具有利农业精耕细作 

C. 铁制农具成为随葬必备品 D. 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河南辉县 

2. 据史载，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 828 年），政府征集江南造水车匠赴京，“所成水

车，分发畿内诸县令，令依样制造，以广溉种”。这反映出当时（  ） 

A. 北方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南方 B. 灌溉农业已经普及 

C. 江南地区农业得到一定发展 D. 经济重心加速南移 

3. 魏晋时期寺庙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里的依附农民被称为“佛图户”。他们丧失

了原有受政府监管的户籍，世代在庄园里务农，把生产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上交给佛

寺的高级僧侣，还要为佛寺劳作服役，从事各种杂务，不准随意离开。“佛图户”

的大量存在导致了（  ） 

A. 政府赋役征发受到影响 B. 生产耕作方式的改进 

C. 农副业产品逐渐商品化 D.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4. 据统计，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中央财政收入的 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

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 15%．这

主要得益于（  ） 

A. 重农抑商政策逐渐瓦解 B. 赋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C. 宋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 D. 经济重心南移业已完成 

5. 对如图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解释准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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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 B. 私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C. 工商业地区专业分工明确 D. 政府放弃了重农抑商政策 

6. 正德四年（1509），有一艘暹罗（今泰国）船遭遇风暴漂到广东境内，因不属朝贡

船只，所以按规定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地方官以作军需之用为借口，征收其货物

税，并同意进行贸易，开创了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的先例，并在第二年得到朝廷

的肯定。这表明（  ） 

A. 民间自由外贸恢复 B. 海禁政策已被废除 

C. 吏治腐败破坏传统政策 D. 朝贡贸易体系打开缺口 

7. 顺治十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疏说：“山贼、海寇何代无之？但当制驭有方，

使民获宁宇，未关堂堂天朝迁民避贼也。”“海民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

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李之芳的上疏（  ） 

A. 针对当时明朝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 

B. 是对政府厉行海禁政策的积极响应 

C. 认识到海禁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政策 

D. 表明当时大多数官员反对海禁政策 

8. 牛在中国作为勤奋、力量、镇邪、诚实、吉祥、丰足的象征，其形象已深深地融入

中华文化之中，形成诸如“鞭春牛”“送春牛图”及“舞春牛”“唱春牛”“跳春

牛”“春牛会”等灿烂的“春牛”母题民俗文化。“春牛”文化的形成发展主要缘

于（  ） 

A. 个体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 B. 农耕文明不断发展 

C. 重农抑商政策的长久推行 D. 政府重视农业生产 

9. 当代学者刘志琴认为：“从梁启超、胡适到侯外庐对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发掘和研

究，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到明末出现异质因素。”这种“异质因素”出现的根

本原因是（  ） 



第 3 页，共 22 页 

A. 自然经济的瓦解 B.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C. 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 D. “西学东渐”的影响 

10. 如图是近代中国四种经济成分--自然经济、洋务企业、民族企业、外资企业之间的

关系示意图。图中序号依次对应的是（  ） 

A. 自然经济、外资企业、洋务企业、民族企业 

B. 自然经济、民族企业、洋务企业、外资企业 

C. 民族企业、外资企业、洋务企业、自然经济 

D. 外资企业、洋务企业、自然经济、民族企业 

11.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机械进口约为 19 万海关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机械进口不

到 30 万海关两，1894 年全国机械进口值总计是 112 万海关两，1895 年到 1899 年，

全国机械进口平均每年大约为 200 万海关两。1909 年到 1913 年全国机械进口平均

每年达 700 万海关两。这实际上反映出（  ） 

A. 列强对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 

B. 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获得较快发展 

C. 中国关税自主权实际有所恢复 

D. 传统手工业基本被大机器工业所取代 

12. 1879年，招商局由天津大沽码头架设电话线至紫竹林货栈房，中国人开始自己在

通商口岸架设电话线。从接受电报、电话技术到创办电报、电话开始，仅仅十余年

间，电报、电话线已“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乘便”。这表明（  ） 

A. 天津近代通讯业发展全国领先 B. 新兴通讯技术已被全国人接受 

C. 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展加快 D. 近代通讯工具由沿海传入内地 

13. 近代最早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设想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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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14. 20 世纪 80 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想在中国建浓缩汁厂，但中国不允许外商独资。可

口可乐公司只好建一个浓缩汁厂和一个汽水厂，把汽水厂送给中方，然后组成一个

联合董事会，第一个中美合作企业诞生。这一事件说明（  ） 

A. 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B.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 对外开放呼唤体制改革 D.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5. 四合院，又称四合房，是中国汉族的一种传统合院式建筑，其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

建有房屋，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故名四合院。其北房南向是正房，房屋的开

间进深都较大，台基较高，多为长辈居住，东西厢房开间进深较小。这种建筑（  ） 

A. 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 

B.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性 

C. 符合尊卑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礼法 

D. 是古代小农经济下的普遍建筑样式 

16. 清末的一首竹枝词写道：“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风行四海闻。振聩发聋权力大，

万般提创总由君。”对该词的恰当解读是（  ） 

A. 当时报刊言论不受限制 B. 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C. 报纸宣传反映社会生活 D. 报纸的社会功能已被认知 

17. 关于全球“共同繁荣”的实现路径，即全球化的进程，西方学者率先使用了两个概

念：一是全球化的地方主义，二是地方化的全球主义。前者是指本土现象成功地成

为全球性事物，后者是指在国际的和跨国的因素影响下本地政策的改变和调整。下

列现象中属于前者的是（  ） 

A. 近代中国开埠通商 B.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C. 美国麦当劳销售 D. 二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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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世纪末，美国海权论者马汉提出，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和“内线”，“制

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马汉的海权论得到美国决策层的广泛认同，

产生了强烈的国际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该理论（  ） 

A. 可以保证各国的既得利益 B. 适应了列强争夺殖民利益的需要 

C. 利于协调复杂的国际矛盾 D. 推动了欧美列强的海军军备竞赛 

19.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当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上看到谈及这类敌人

的话时，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

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

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这说明俄国（  ） 

A. 加强国家干预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B.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来维护革命成果 

C. 从实际出发确定苏俄发展方向与政策 

D. 恢复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20. 19 世纪末，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体系，认为应科学地研

究工人的生产过程，依据研究出的“标准操作方法”制定生产规程及劳动定额；科

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实行差別工资制；实行职能式管理等。这一理论体系的推行

（  ） 

A. 不利于缓解劳资双方矛盾 B. 使工人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C. 提高了社会生产的计划性 D. 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21. “基督教的理想是扩张的凝结剂，使各种各样世俗的要求罩上神圣的光圈，不管是

到东方来的达•伽马还是到西方去的哥伦布，都是把宗教目标和现实目标糅合在一

起，无法区分。”这段话表明新航路开辟中（  ） 

A. 宗教狂热成为探险家的精神动力 B. 教皇发挥了组织作用 

C. 传播基督教是探险家的主要目的 D. 教会蜕变成殖民机构 

22. 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力争 1961 年前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人均产量赶上和超

过美国，并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向保证一年肉类增产两倍的梁赞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

学习。这一举措（  ） 

A. 扩大了地方发展经济自主权 B. 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 

C. 顺应了加速发展战略的需要 D. 是经济新模式的重要探索 

23. 有学者曾如此评价罗斯福新政：“新政完成了一次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从两个方面

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政府对人民福利的责

任。”以下措施能直接反映第二方面变化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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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顿银行业 B. 成立全国工业复兴法 

C. 颁布《社会保险法》 D. 对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 

24. 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1933 年 6 月，66 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

试图重建金本位制，限制金融领域的投机，由中央银行进行合作来建立稳定的世界

经济秩序。但罗斯福表示不能“听任别的国家对我们的行动强加限制”，导致会议

不欢而散，反而促使贸易战日益激化。这说明（  ） 

A. 国际合作共赢的意识尚未产生 

B. 经济民族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 

C. 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即将重新构建 

D. 英美争夺世界贸易领导权斗争激烈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52.0分） 

25.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清朝前期，统治者坚持认为：“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

稼之人”，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为此，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

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  

”。  

--白寿彝《中国通史》材料二：1911 年至 1913 年我国注册设厂 72 家，平均每年设

厂 24 家，1914 至 1918 年五年间，注册设厂达 183 家，平均每年近 37 家，其中以

棉纺厂、面粉厂为最多，……这一时期，全国的钢铁冶炼厂只有 9 家，全国华商机

器采煤量从 1912 年的 180 万吨，仅增加到 1919 年的 330 万吨。  

--王方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1919 年全国注册工厂数（单位：家）  

江苏（含上海） 直隶（含天津） 浙江 广东 山东 福建 奉天 湖北 陕西 黑龙江 广西 甘肃 其他省 

155 45 42 33 31 20 19 19 3 3 1 1 0 

-•--根据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提供的统计数字材料三：当美、英和其他工

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

中国在 1929 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说明其政策对社会发

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 1927-1937 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态势，并分析这一时

期影响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 



第 7页，共 22页 

 

 

 

 

 

 

 

26.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

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应该利用资

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

式。”  

--1921年列宁《论粮食税》材料二：罗斯福新政被当时的评论斥责为是“由莫斯科

之手”签署的“带有苏联印章的红色新政”，是要以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模

样改造美国。 

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

因。 

依据材料二，概括时评对于罗斯福新政所持的观点，你是否赞同？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理由。 

 

 

 

 

 

 

 

2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选举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包括参加提名代表候选人，参

加讨论、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名单，参加投票选举等。19 世纪以来伴随民主理

念与女权主义理念的兴起，女性开始拥有同等的投票权。如表为部分国家妇女获得

选举权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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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代 

 

国家 年代 

新西兰 1893年 德国，奥地利 1919年 

澳大利亚 1902年 美国、匈牙利 1920年 

芬兰 1906年 英国 1924年 

挪威 1913年 意大利 1945年 

苏联 1917年 中国、印度 1949年 

加拿大 1918年 南非 1994年 

--摘编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根据材料信息，提出一

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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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1.【答案】B 

 

【解析】从材料中获悉，秦魏等国故地出土成套铁制农具，说明在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

普遍使用，由题干推出 A 项中“生铁铸造由魏国独断经营”明显错误，故排除 A；  

B 项铁制农具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有利农业精耕细作是符合的，故 B 项正确；  

由墓中出土物品就推断是随葬必备品太过武断，与史实不符，故 C 排除；  

材料中无法体现最早成套铁制农具最早出现在河南，故排除 D。  

故选：B。 

本题考查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中的农具的改进，了解古代我国农具的革新和耕作方式的演

变。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解读材料信息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我

国就开始出现铁犁牛耕的传统耕作方式，认识铁犁牛耕的出现推动小农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变革。 

 

2.【答案】C 

 

【解析】从材料中的“征集江南造水车匠赴京”“所成水车，分发畿内诸县令，令依样

制造”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灌溉工具比较先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地区农业得

到一定发展，故 C 正确。  

仅灌溉工具一例无法得出北方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南方，故排除 A。  

B、D 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故排除。  

故选：C。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是“征集江南造水车匠赴京”“所成水

车，分发畿内诸县令，令依样制造”。 

本题是中档题，主要通过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来考查考生阅读史料、获取与解读信息、调

动与运用知识等能力和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素养。 

 

3.【答案】A 

 

【解析】依据题干“把生产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上交给佛寺的高级僧侣，还要为佛寺劳作

服役，从事各种杂务，不准随意离开”可以看出“佛图户”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政府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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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发，故 A 项正确。  

BCD 三项在材料中均没有涉及，应排除。  

故选：A。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需要掌握魏晋时期庄园经济发展的影响。解题的关键是

对“把生产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上交给佛寺的高级僧侣，还要为佛寺劳作服役，从事各种

杂务，不准随意离开”的分析理解。 

本题考查对魏晋时期庄园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把握，旨在考查学生解读材料、获取有效信

息、分析理解的能力。 

 

4.【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中央财政收入的 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

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 15%”可知，商业税收占据政府的重

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商业贡献的重视，C 项正确。  

A 项，宋代抑商政策有所松动，并未瓦解，排除。  

B 项，题干不能说明赋税制度的调整，排除。  

D 项，题干未体现经济重心南移的相关信息，排除。  

故选：C。 

本题考查宋代商业发展，结合题干“中央财政收入的 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

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 15%”进行分析。 

本题考查宋代商业发展，本题掌握宋代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进行分析解答。 

 

5.【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排除 A。  

B 材料不能体现，排除。  

依据材料图片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C 说法正确。  

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排除 D。  

故选：C。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手工业演变的相关知识。关键信息是“明代工商业中心示意图”。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解读材料信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用排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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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难度适中。 

 

6.【答案】D 

 

【解析】A．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明朝厉行海禁政策时期，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始终受官

府监控，恢复自由说法有误。  

B．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海禁政策已被废除”说法绝对化。  

C．“吏治腐败破坏传统政策”在题干所给材料中无体现。  

D．题干所给材料表明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形势变化，朝贡贸易受冲击打开了缺口。  

故选：D。 

本题主要考查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及其影响，解答本题需正确解读题干所给材料中“但

广东地方官以作军需之用为借口，征收其货物税，并同意进行贸易，开创了准许非朝贡

船入口贸易的先例，并在第二年得到朝廷的肯定”的主旨，并正确掌握明清海禁政策。 

本题主要考查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及其影响，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及调动、运用知

识的能力，难度中等。 

 

7.【答案】C 

 

【解析】“海民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

表明李之芳的上疏认识到海禁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政策，故 C 正确；  

ABD 材料未体现，排除。  

故选：C。 

本题考查海禁政策，解题的关键是“海民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

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 

本题难度中档，考查海禁政策，“海禁”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

萌芽的滋长。 

 

8.【答案】B 

 

【解析】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在农耕文明时代，牛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牛是相当重要的蓄力，因此“春牛”文化的形成发展主要是由于农耕文明不断发

展，故 B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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