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皖南八校 2024届高三上学期第二次大联考历史试题变式练习主观题 

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历史上的“太宗继位” 

朝代 人物 继位过程 

汉朝 汉太宗(汉文帝刘恒)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

高祖十一年春，立为代

王，太后薄氏子。高后八

年七月，高后崩。九月，

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

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

立代王，丞相陈平、太尉

周勃等使人迎代王。  

——(西汉)司马迁《史

记·孝文本纪》 

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

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

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

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

晦等于玄武门诛之。  

——(后晋)刘昫等《旧唐

书·太宗本纪》  

 萧瑀、陈叔达曰：“秦王功

盖天下，内外归心，立为

太子，付军国大务，陛下

释重负矣。”帝(唐高祖)

曰：“此吾志也！”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

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四·高祖

诸子》 

宋朝 宋太宗(赵光义) 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

年五十，殡于殿西阶。  

——(元)脱脱等《宋史·太

祖本纪》  

 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

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

席………帝(宋太祖)引柱斧



 

 

戳雪………遂解带就寝，

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

留宿  

 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

无所闻，帝已崩矣。  

——(北宋)文莹和尚《续湘

山野录》 

明朝 明太宗(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扫除奸凶，平祸

难，再安宗社。  

——《明太宗实录》  

 文皇(明成祖)少长习兵，据

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

弱，长驱内向，奄有四

海。  

——(清)张廷玉等《明

史·成祖本纪》 

清朝 清太宗(皇太极) 太祖(努尔哈赤)崩，储嗣未

定。代善与其子岳讬、萨

哈廉以上(皇太极)才德冠

世，与诸贝勒议请嗣位。

上辞再三，久之乃许。“凡

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

议之”。  

——赵尔巽等《清史稿》  

 皇太极把“上与三大贝勒，

俱南面坐”的制度改为只有

自己“南面独坐”，并以种种

罪名直接消除三大贝勒的

权势。  

——李鸿彬《清代皇帝传

略》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太宗继位”的主题，自拟一个论题，予以阐述。(要求：观

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层级是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基础。通观中国自秦朝以降的两千多年变化

过程，可将地方行政层级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其特征如下

表所示）。 

层级 特征 

县级政区  

 （基层政区） 

皇帝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到这一层为

止,(“县官”被基层社会用来作为皇帝或政

府的代称)。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幅

员、数目与名称方面较其他层级变化起伏

最小。 

统县政区  

 （也称郡级政区） 

直接管辖县的政区,如秦汉时期的郡,隋唐

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州,元代的路、府、州,

明清时期的府,民国初年的道等。 

高层政区 不直接辖县的政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多作为

统县政区的上一级政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代表为州,在唐宋时期的代表为道、路,

在元明清则为省。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

的分析》 

根据材料信息，围绕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中国古

代史的知识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清晰。）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

县制、法典化 控制以及文官制度、基层治理等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

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 时代，那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等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

一种“现代化”趋势。 

—摘编自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某一朝代为例，谈谈对中国古代政治“现代化”的理解。

（要求：史实准确，表达清晰，叙述完整） 

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一览表 

 中央官制 地方管理 

秦朝 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 郡县制 

汉武帝 中外朝制度 那国并行制推恩令 

隋朝 三省六部制 藩镇割据 



 

 

宋 二府三司制 集中军、政、财、通判、

转运使 

元 中书省 行省制度 

明 废丞相设内阁  

清 南书房军机处  

从表中提取相关信息，从一个角度自拟题目，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论述。（要

求：写明论题，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5.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愿望或意志的能力，一些学者把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政府

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等。晚清政府的国家能力结

构可列为以下三大支柱，如图所示 

晚清政府的国家能力 

第一支柱：  

 财政汲取能力  

 （最主要的能力） 

第二支柱：  

 宏观调控能力 

第三支柱：  

 合法化能力 

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

和农业歉收。  

 19 世纪初，中国人口已达

到 3.6 亿，而人均耕地面积

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 2 

亩。 

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

败的征兆。 1851 年 . 太平

天国起义爆发，北方还爆

发捻军起义。清政府 . 不得

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抵抗农民起义。 

清政府试图重新集权，却

加剧了阶级矛盾。地方乡

绅和名门望族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着基层社会的利

益。当地方精英的功能被

简化为管理民族国家，地

方自治便最终让位于地方

行政。而当民众直接面对

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导致

了他们之间更尖锐的对

立。 

四川巫山县从咸丰二年

（ 1852 ）到光绪十七年

（ 1902 ）发生了六起灾

荒。“天府之国”尚且如此，

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 

清朝以军事立国，却无力

抵抗后期的内忧外 . 患。财

政的内卷化为地方政权的

扩张埋下了隐患，地方的

军事化为乡绅的扩张提供

了机会。 

清末地方自治，破坏了旧

秩序，却没有来得及建立

新制度。所以，在被释放

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到之

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

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

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摘编自周建勇《用国家能力来分析清末的衰败及其表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从三列支柱中各选取一点，三点之间要相互联系，展开论述。（要

求：明列出三点，联系符合逻辑，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6.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里，形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居于金字

塔之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带有两个旁支系统：皇室贵族和宦官。而古代中国官僚机

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依靠的则是一整套选拔制度。皇帝不时地调节各方平衡，稳定固有的

结构。有时皇帝的调节作用失衡，使某一方的实力过大，给这个稳定结构注入破坏因素，皇

帝仍是金字塔的顶峰。 

 

——摘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根据材料及图示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

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理由充分、表达清晰。） 

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是从历史中

得到的启迪。下面表格信息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治国思想的演变历程。 

朝代 中央行政制度 地方行政制度 治国思想 

夏 王位世袭制 君权神授，替天行

命（即受天 

 

商 较完善的官僚系

统；内外服制 

命而王，听命于神  

西周 分封制、宗法制、

礼乐制度﹑原始民

主传统 

敬天保民  

秦 皇帝制；三公九卿

制 

郡县制 法家思想“以法治

国” 

汉 内外朝制 汉初郡国并行制；

汉武帝“推恩令”；

刺史制 

汉初黄老思想“无为

而治”；汉武帝以后

“独尊儒术” 



 

 

唐 三省六部制 道州县制﹔唐中期

以后“藩镇制度” 

文武并重，兼容并

包 

北宋 “二府三司” 路州县制；设“通

判” 

崇文抑武，守内虚

外 

元 中书省 行省制；设宣慰司

管理边疆事务 

附会汉法，实施民

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明 废宰相；设内阁 废除行省，设三司 （明初）重典治国 

清 设军机处 省府（州）县三级

制；督抚制 

敬天、法祖、勤

政、亲贤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从上表中任选一个朝代，围绕该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材料和所学知

识进行论证分析。（要求：明确列出所选朝代，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

晰） 

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政治制度的变革，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动荡，但这种变革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演

进轨迹。 

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趋势 

时期 政治制度变迁特征 概要说明 

夏商周 贵族政治时代 殷商确立了封建制和较完

备的宗法制；周朝的分封

制与宗法紧密相联，形成

了一个政治和血缘相互扭

结的分层治理结构 

春秋战国 官僚制帝国过渡时代 礼崩乐坏，宗法政治秩序

崩溃。 

秦朝汉朝 开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

时代 

秦朝开创君主专制中央集

权国家制度，汉代巩固。 

三国魏晋南北朝 贵族与皇权并行时代 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

强化。 

隋唐 大一统官僚帝制走向成熟

的时代 

隋唐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

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

个继承，完成了中国历史

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 



 

 

宋朝 政治制度繁杂的时代  

 

矫五代之弊，重视权力的

分散和制衡，但矫枉过

正，形成了机构庞杂、人

员臃肿 , 效率低下的政府体

系 

以上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趋势示意图,请从中提取相关信息,围绕“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这一

主题,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运用图中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合理,史论结

合） 

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杨家将”的故事，源于北宋武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抵抗契丹、防御

西夏的真实历史之后人们根据现实需求对其事迹不断演绎加工，影响不断扩大。 

 “杨家将”故事发展演变概况（部分） 

时代 阶段特征 新增故事情节节选 

宋元时期 萌芽期  将各种史实杂糅后，掺入

虚构成分，如杨业父子莫

州救驾宋太宗、杨五郎出

家五台山等情节。同时，

故事主题从史实中的精忠

报国又衍生出忠奸斗争这

一线索，将压制杨业的同

僚潘美塑适成奸恶的太师

潘仁美。 

明代 定型期  宫廷王府演出所用的“内府

本”中台词满是“忠孝节义”

等内容；塑造了以佘太

君，穆桂英为代表的杨门

女将群体形象，出现穆桂

英以武艺技压杨宗保、主

动求爱、私定婚约，大破

天门阵等情节。 

清代 鼎盛期  嘉庆帝命宫廷御用文人撰

写“杨家将”相关剧本，对宋

辽双方尽忠尽孝的人物都

进行歌颂，以坏人伏诛、

好人受赏、萧太后降宋、

辽宋议和的大团圆结局告

终；民间戏曲则显示出嘲

讽帝权等内容。 



 

 

——摘编自陈小林《杨家将故事考论》等 

根据表内容，从“杨家将”故事情节发展中任选两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予以说明。 

10.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超稳定系统理论”认为事物发展的走向分为波峰和波谷两种状态。波峰为系统稳定时

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是在系统稳定

时期发挥调节作用的。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消除不

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

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有学者根据这一理论绘制了中国封建王朝盛衰变迁的近似

曲线图（如图）。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根据“超稳定系统理论”，任选两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时期，在答题卡的时间轴上明确标

示出来，并结合相关史实说明标示的理由。（要求：在答题卡中明确标示出两个时期，理由

充分，表述清晰） 

1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 1287 年

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

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

“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

变局。 

材料二 进入 19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

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

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

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 年 10月 11日，中英《缅甸条

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 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

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

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

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



 

 

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

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

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1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对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当时在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中做出的反应，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便加入苏联阵

营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并因此而进入冷战的两极体系和对抗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摘编自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材料二 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提出了“一

条线”的思想，其主旨是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

义。至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得到改善。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概括中国“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

对抗”的史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及重大外交成就。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

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

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

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

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

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

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1)根据材料一，分析新中国提出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并指出中国对万隆会议的贡献。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初期外交的认识。 

14.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史料一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

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

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

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 

——（明）宋濂等《元史·志第四十一》 

史料二 元朝行省划界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

腹里乃中书省的直辖区，地近京畿，位置重要。 

为了打破太行山之险，让腹里地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合并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等

地。为了打破南岭之险，采取南北纵切的方法，让湖广行省越过南岭而有广西之地，又使江

西行省跨过南岭而有广东之地。 

——摘编自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 

[探究] 

(1)根据史料一，概括指出元朝行省的主要职能，并概括行省在设置上的变化。  

(2)根据史料二，分析元朝行省划界的原则，并分析其意图。  

15. 古代中国国家治理，对于今天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

义。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民，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摘编自《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元朝为管理这样广袤的疆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省制度……在邻近首都大都的河

北、山西、山东等地区，不设行省，称为“腹里”……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也未

设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

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 

材料三 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清朝对边

疆民族的治理使得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

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宰相的基本职能，并列举汉代、唐代、宋代为加强皇权

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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