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普通高中 2016 届高三质量监测（三） 

文综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参考 

24．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材料中所讲是郑桓公通过自己的让步，获取商人的支持。 

【试题答案】B 

25．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调动提取理解信息的能力。 

试题解析：题中所讲是汉武帝时期颁行的酎金律。 

【试题答案】D 

26．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提取题中有效信息。部分人的奢华生活为更多的人提供了生存

途径，如果改变奢华的生活方式，那么依靠提供生活服务的人将失去谋生的方

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助长了江南一些地区出现奢华之风，许多人通

过给富商等人提供奢华生活获取了生活保障。 

【 试题答案】A 

27．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 题中所讲君主是为民而立的，但是他与其它官员一样，都是

平等的。这是对原来民本思想的发展。 

【试题答案】C 

28．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 准确理解题意。大理寺卿是反对洋务运动的。 

【试题答案】D 

29．命题立意：考查提取信息、调动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试题解析： 题中所讲此银行开办后，提供了企业运营所需要的资金。 

【试题答案】B 

30．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解读有效信息的能力。 

试题解析：武昌起义后，尽管新军将领出任了一些省的都督，但从全国形

势看，动荡的形势是很明显的，这些人后来也是割据一方。 

【试题答案】C 

31．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处理有效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 根据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认知即可选出正确答案。题干中

的观点是片面的。 

【试题答案】B 

32．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 此学者认为，启蒙是要激发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

精神。 



 
 

【试题答案】C 

33．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 

试题解析： 材料中的信息是阐明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社会分工越来

越细，由此，妇女在更多的行业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试题答案】D 

34．命题立意：考查学生知识迁移能力。 

试题解析： 图片中的信息：从窗外望去，是各种各样的墙。在东欧剧变

后，国际政治秩序重构在即，各种政治力量需要想到的沟通。墙里是各种政治

力量自己的思考。 

【试题答案】A 

35．命题立意：考查学生知识迁移能力。 

试题解析： 准确完整提取题干信息 

【试题答案】C 

40．（25分）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调动运用所学知识、提取解读有效信息、阐述历史事

物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1）问提取材料一中的信息，找到商务出版社的出版物，

然后归纳概括就可知“出版方向”了。原因也可以从材料中找到一些，还要关

注材料中的时间。第（2）问先要根据出版方向，结合时代背景作答。 

【试题答案】（1）方向：集中于编译出版教育教学书籍、汉译名著、中外

文工具书、经典古籍等方面。（4 分） 

原因：顺应了先进中国人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努力与需求；维新运动与新文

化运动的推动；抓住清末学制改革与废除科举的机遇出版新教科书（清末新政

的推动）；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与先进印刷技术；大胆吸收人才任用专家学者；

重视组织管理，适时调整业务。（12 分） 

（2）影响：推动了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启蒙民众民主自由

意识；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与大众教育事业的进步，传承了中国古代传

统经典文化。现实意义：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中国经济发

展同等重要，这是国家与民族进步的源泉与动力。（9 分） 

41．（12 分） 

命题立意：提取解读有效信息、论证探讨历史问题的能力。  

试题解析：特点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可先找到部分变化是曲折的，也可以

对比找到一些差距，但是整体上而方是在发展。论述的内容是要讲明原因，注

意时间。 

【试题答案】特点：由缓慢发展到迅猛发展（2 分） 

工业革命前，各地均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相近；工业革命后，



 
 

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各地经济发展迅猛；但是，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曾沦

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工业化进展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加大。（6 分）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全球化大潮的

形势下，国与国之间通过合作与交流实现共赢。（4 分） 

45．（15分）【中外历史重大改革回眸】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信息、描述阐述历史问题的能力。  

试题解析：此题较为简单，关键是认真读材料，从中概括相关信息即可。 

【试题答案】（1）将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延长农民对

新垦荒地免税的年限；地方政府财政资助。（6 分） 

（2）清初改革使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不再成为“流民”，有利于社会稳定，

赢得了民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民积极缴纳赋税，使清政府的国库日益充

实起来。（9 分） 

46．（15 分）【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解读有效信息、知识迁移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一问要注意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作答，将材料中的内容归

类概括。第二问要结合 1947 年这个特定的时间，考虑解放战争这个背景，再

结合材料本身的性质去解答。 

【试题答案】(1)经济角度：第一条和第二条，废除封建剥削的地主土地所

有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3 分） 

政治角度：第五条，通过选举建立基层行政组织，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第十三条，土地法大纲的法律效力及人民法庭的建立，凸显法律至上；第十五

条，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民对于干部拥有监督权，体现了人民公仆

原则。（6 分，答出两条即可得 6 分） 

(2)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彻底铲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广大农民积极支援

前线，加速了人解放战争的进程；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生产关系的

基础；土地改革中成立的农民(代表)大会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为建

国后的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6 分） 

47．（15 分）【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解读有效信息、描述阐述历史问题的能力。  

试题解析：此题的关键是时间。第一问变化趋势，有起伏，但最后是下降。

原因要关注 1951、1958、1975、1987 这几个时间，结合时代背景解答。第二

问要考虑当时时代发展的主要潮流，从材料中能找到直接目的。 

【试题答案】（1）趋势：虽然有所起伏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 分） 

原因：上升：朝鲜战争爆发；六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下降：新中国政

权巩固；朝鲜战争结束；80 年代以来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冷战结束；和平与

发展成为时代主题。（7 分） 



 
 

（2）推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缓和国际形势，维护

世界和平；为援地方建设提供人才支持。（6 分） 

48．（15 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提取解读有效信息、描述阐述历史问题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一问根据材料概括作答。第二问，结合平时的历史素养分析。 

【试题答案】（1）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寺院规模大，管理出现问题；

社会动荡不安，人生苦难，造成人们对宗教的渴求。（6 分） 

（2）促进了中国佛教发展；加强了中印交流；保存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典籍

资料；法显不畏艰险、意志坚定的求知求真的精神激励后人。（9 分，答出三

点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