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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长春市高三三模历史试卷分析 

紧张的长春市三模考试已经结束，长春新东方优能一对一为大家带来了详细

的试卷分析，帮助同学们分析题目的重点难点和考试带来的启示。 

 

一、各题型分值分布及总的命题思路与趋势 

题型 
分值(总

分 100) 

所占比

例 

选择题 48 48% 

材料分析题 37 37% 

选修题 15 15% 

 

命题思路分析： 

试卷总体难度中等偏上，知识考查相对比较全面，对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要

求较高，选择题着重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理解与判断；材料分析题重在

考查学生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分析，总结归纳和文字表述能力等；从知识体系的

把握上入手，考查学生对历史规律的理解、运用、对比、评价等，题型的设置依

据传统，与高考接轨，比较合理。但对历史研究方法、史观等历史外延的考查并

不多。难题主要集中在选择题 24、28、29、33 题及材料分析题，多数学生都在

这几个部分失分。 

   选择题整体来看难度较大，多属于对基础知识及思维能力的考查，内容丰富，

突出学科主干知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均有涉及，比例较为均衡，相对而

言世界史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中国史 7 道，世界史 5 道；选择题中必修一政治史

8 分、必修二经济史 20 分、必修三思想史 12 分，突出了经济史的重要性。 

材料分析题一共三道，第一题涉及抗日战争的相关知识点，难度较高，需要

学生获取解读信息、描述阐释历史事物的能力 。第二题从大国崛起的角度，考

察世界市场、西方政治制度及思想等相关知识点，侧重综合能力的考察，题型为

近几年材料题的主要考查方式——小作文，难度较大，需要学生学生掌握获取解



 
 

 

2 

读信息、描述阐释历史事物的能力 。第三题为选修题，采用三选一的方式，材

料分别出自于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难度与以往模拟考试持平，相对必修题较容易。 

 

二、各题型知识点分布及命题思路解析 

1．选择题：48 分 

    本次选择题难度较大，注重基础的考查，难点主要在思维能力的考查上，比

如第26题，为易错题，难度不在于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在于内涵理解上，选

项与题干是否紧密联系是解题的关键。选择题涵盖了几乎各个部分的主干知识，

并没有超范围情况。从考察能力上，都是从材料出发，注重对材料的理解和概括，

提取关键信息并分析，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知识本身的考察，这也符合高考的命

题方向。难易程度看，应该是难度适中，重点突出。 

 

 

项目 题号 具体阐述 

热点题 
25、26、28、

30、32、34 

中国古代思想、罗马法、民资等知识点属于近几年高考的

高频考点，通常结合新情境、新材料、新观点以及数据表

格图片等方式考查。 

易错题 
24、26、29、

33 

属于思维能力的考查，学生经常陷入判断史实正误的惯性

思维，但有些选项是基于题干本身进行判断，往往忽视材

料本身。 

 

题号 考点所属 备注 

24 中国古代政

治制度 

属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常常成为选择题

的命题重点。 

25 中国古代土

地制度 

知识点隶属于中国古代经济史，近几年有关土地制度及租

佃关系的考察较多，注意把握不同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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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古代思想 这部分知识点着重考察儒家思想主张的特点，通常要结合

具体材料对信息进行解读，对于题干的理解要求较高，典

型的内涵题。 

27 中国古代社

会福利政策 

主要考察题干内涵以及考生对出题方式的掌控能力 

28 戊戌变法 考察要求学生对时代特征有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29 辛亥革命 要求学生对辛亥革命的相关知识有深入的理解 

30 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 

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的常考点，对于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特征

要求细致掌握。 

31 一五计划 考察学生对图表的解析能力 

 32 

 
罗马法 这部分内容属于高考必考点，注意对罗马法特点和评价的

考察。 

 33 

 
人文主义 对于人文主义理解不足 

 34 

 
新经济政策 以时间来判断经济政策的内容，结合材料进行分析。 

 35   经济全球

化 

 

考察经济全球化的成因。 

 

2．必修材料分析题：37 分 

   第 40 题的抗日战争。从考试的内容范围来看，更加注重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考查考生对材料信息的分析和处理能力，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 

   第 41 题内容以大国崛起为主题，考查学生发现问题、提取信息、论述观点的

能力，同时综合考察现阶段各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综合情况。 

材料解析题依然延续命题的新变化——形势新、内容新。第 40 题从形式到

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一是材料形式完全是图片、图表，二是设问由评论观点改为

提取两幅图片中共同主题信息并进行分析说明，要求紧扣主题，史论结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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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侧重考察开放性试题，要求学生能够准确提取和概括观点，并能够选取正

确的史料对观点进行评述，例如：40 题的第二问以及 41 题。 

 

题

号 
考点所属 备注 

40 抗日战争 

比较类向来是高考中的难点，与基础知识联系较少，大多来

自于材料的分析和整合，这就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处理信息

的能力，综合性强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41 大国崛起 

综合性强，对于学生提取材料有效信息、概括归纳能力以及

联系史实、文字的概述能力要求较高，需要逻辑清晰、有理

有据，难度较大。 

 

3．选修材料分析题：15 分 

 

题号 考点所

属 

备注 

44 历史上

重大改

革回 

眸 

本题从考查学生对史实的再现和历史事件的分析切入，锻炼

学生对历史事物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45 

 
20 世纪

的战争

与和平 

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归纳总结的能力 

 

  46 

 
中外历

史人物

评说 

本题意在考查学生史实识记、再现能力，并进而考查学生的

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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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的高考备考中，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1、学生复习时要重视基础，考试题型变化较多，但考察知识点较为固定，学生

需要夯实基础，提升思维能力。 

2、更加注重开放性题型考察。今后材料题的训练要以观点类评述为主。 

3、注重材料信息的筛选和整合，提高信息概括能力，论从史出        

 

三、试卷分析 

2017 长春市高三三模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本题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通志·氏族略》记载:“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

所以别贵践，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

婚姻， 而以地望明贵贱。”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 

    A.姓与氏都是贵族专有的法权符号 

    B.姓与氏的区分是为了强化宗族认同 

    C.姓与氏的产生源于分封制的实行 

D.姓氏合而为一反映了贵族阶层壮大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考查中国古代文化。 

【解析】姓氏要早于分封制，C 项错误。“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

地望明贵贱。”说明 D 是错误的。从题干中可知，姓与氏是为了别贵贱，所以 B

错误。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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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 50 人为 1 屯，收成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

者，官 6 民 4；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意离开。这种民屯的农

业经营模式是（  ） 

    A.宗族集体生产 

    B.田庄规模生产 

    C.个体农户耕作 

D.官府募民耕作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获取解读信息能力。本题考查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解析】根据材料所给时间曹魏时期的民屯以招募流民为主，并不以宗族为单位，

由此排除 A。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田庄规模生产主要存在于东汉豪强地主的庄园

中，由此排除 B。屯田制是个体农户耕作，但这些个体农户均为官府招募而来，

因此排除 C，故 D 正确。本题个体农户耕作和官府募民耕作极易混淆。个体农

户耕作是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确立后的主要耕作方式，但屯田制下屯田民是被编

制成军队形式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农民是官府招募而来，并非简单的个体农耕，

因此官府募民耕作的经营模式更符合屯田制下的农业经营模式。 

【答案】D 

26.《礼记·中庸》记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学识)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

道中庸。”后世儒家真乙左到“致(学识)广大而尽精微”的是（  ） 

    A.提倡浩然之气的儒家 

    B.宣扬君权神授的儒家 

    C.主张格物致知的儒家 

D.践行经世致用的儒家 



 
 

 

7 

【命题立意】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本题考查宋明理学。 

【解析】根据题干“新儒学家们”可知其不是先秦儒学，由此排除 A。根据材料中

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句可知新儒学家们注重格物致知，探寻事物的本原，这符

合理学的特点，故排除 B、D，C 为正确答案。 

【答案】C 

27.清代农村家族经济在遗产继承中既存在保障嫡长子权益的“抽长制”，又有照

顾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膳田‘’、“寡守田”等社会保障机制。这说明（  ） 

    A.遗产继承以和谐家族关系为出发点 

    B.社会保障制度在清代已经发展完善 

    C.宗法制度在清代农村占据主导地位 

D.家族经济在代代继承下逐步被分割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能力。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政治。 

【解析】B 只关注了材料中的“又有“膳田”“寡守田”等这样的社会保障机制”，不

够全面，故排除。材料中的保障嫡长子权益的“抽长制”无法说明宗法制度在清代

农村依然占主导地位，故排除 C 项。D 本身符合史实，但与题干主旨关系不大，

故排除。清代农村家族经济在遗产继承中兼顾了宗法和社会保障，这有利于构建

和谐的家族关系，故 A 为正确答案。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全面分析题干所给材料，既不能掐头去尾，也不能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如 A、B 两项均只概括了材料中的部分信息；同时注意排除选项本身

正确但与题干主旨无关的选项，如 D 项本身表述正确，但与题干主旨无关。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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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甲午战后有人认为:“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

巫于创兴女学。”1898年维新志士创办经正女学，以期“相夫教子、宜家善种、

兴国智民。”这表明女学兴办（  ） 

    A.适应民族救亡的需要 

    B.开启了教育近代化进程 

    C.服务于维新变法运动 

D.得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命题立意】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本题考查近代中国的政治。 

【解析】通读材料整体立意，由其中“欲图自强”、“兴国智民”等关键词可知女学

兴办的时代背景源于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所以答案为 A 项；B 项“开启”

教育近代化与史实不符；材料中未体现服务于维新变法运动，所以排除 C 项；D

项中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属于推理过度，所以答案选 A. 

【答案】A 

29.  1912 年春，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网临时约法》。两个“临

时”的提法从本质上体现了（  ） 

    A.革命党人为袁世凯夺权留余地 

    B.孙中山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品质 

    C.革命党人追求民主共和的精神 

D.中华民国政权还缺乏人民支持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能力。本题考查近中国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的

历史。 

【解析】结合辛亥革命及中化民国成立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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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30.  1925 年华资最大的两家水泥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与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达成为

期 5 年的联营协议。双方划定联营区域，在联营区域内约定销售比例和售价。这

一协议（  ） 

    A.加剧了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 

    B.有利于抵制州国商品的倾销 

    C.是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的结果 

D.体现了国家的统制经济政策 

【命题立意】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能力。考查一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一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陷

入困境，为了求得发展，部分企业联合起来，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是一种抵制。

A、C 两项难以体现，D 项是在抗战时期。 

【答案】B 

 

31.下表为一五计划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统计，据此可知（  ） 

    A.一五计划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B.国家实施优先发展垂}卜的战略 

    C.一五计划使得民生得到亚人改善 

D.国家建立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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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立意】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本题考查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 

【解析】本题考查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

能力。 

根据所学可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是“大跃进”等“左”倾错误，而不是一五

计划，由此排除 A。一五计划侧重于重工业的发展，这与民生的改善并不密切，

由此排除 C。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而不是一五计划，由此排除 D。

从表格中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可知，工业建设占据了一半以上，结合所学可知这符

合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史实，故 B 为正确答案。 

【答案】B 

 

32.罗马法强调，法律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

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

一部分这主要表明罗马法（  ） 

    A.保障民众自由 

    B.限制公权滥用 

    C.主张法律至上 

D.追求司法公正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考查罗马法。 

【解析】C、D 在材料中不涉及。B 是题意中的一部分。从题干中可知，法律要

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禁止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干预个人生活。这说明法律为了

保障公民权利而限制公权的滥用。A 项是 B 项的前提。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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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艺复兴时期，马洛笔下的浮士德是在魔鬼的引导下，享受了 24 年纵情声色

的世俗生活，最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启舅乙互动时期，歌德笔下的浮士钨对巴

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体验人生的欢乐与悲伤，被上帝拯救，灵魂归

于上帝。可见（  ） 

    A.文艺复兴凸显了个人理性 

    B.启蒙运动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C.启蒙运动时期宗教性更强 

D，两个浮士德都是私欲膨胀的产物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调动运用知识能力。考查文艺复兴。 

【解析】从题中可以发现，时间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时是人文主义主张的个人主

义泛滥时期，强调追求人的物质生活，由此导致了个人私欲的泛滥。因此 D 项

正确。 

【答案】D 

 

34.斯大林在 1929 年宣称:“大约在三年之内，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全世界粮食产量

最高的地区之一，甚至就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这里实现“粮食产量最高”的

途径是指（  ） 

    A.实行余粮收集制 

    B.征收固定的粮食税 

    C.开展农业集体化 

D.扩大农场的自主权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调动运用知识能力。考查斯大林模式。 



 
 

 

12 

【解析】1927 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短期内增加了粮食产量。A 项是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1921 年就已经废除，B 项是新经济政策，自 1925 年工业化政策

推行后开始退出舞台，D 项不是在斯大林时期实行的。 

【答案】C 

 

35.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先行工业国家的增长模式由单纯依靠资本和其他资

源的投入转为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因为（  ） 

    A.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 

    B.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 

    C.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D.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能力。考查全球化。 

【解析】A 项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C 项提法错误，B 项不符合事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新经济兴起，发达国家迅速摆脱了经济困境，产业结构也发

生了变化，这即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也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 

【答案】D 

 

二、第 II 卷（非选择题，共 52 分） 

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40 题—41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

须做答。第 44—46 题为选答题，考生根据要求做答。 

40.  ( 25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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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二     在历史教科书中，1983 年之前一般没有涉及中国的杭日战争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问题.1983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学历史

专业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开

始正面提到了这种作用: 

    中国的杭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

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做出了重大

的贡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及其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

丰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 

在今年的抗战胜利纪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东方主战场.它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点明了中国的作用，对于提升杭日战争的意

义是有益的。 

一一李良玉《正确的历史观念与完整的历史书写—关于抗战史研究的

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七种纪念日设立的共同之处。(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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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研究

变化的原因。并说明中国设立的两个纪念日的意义。(13 分)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描述阐释事物的能力。本题考查抗

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试题解析】第（1）问关于共同点的归纳，首先需要看到这七种纪念日都与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相关，从这一角度去概括其意义。其次要看到纪念日既

有二战的战胜国，也有战败国，从这一角度再进行概括分析。 

第（2）问注意所给的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概括这一阶段的特征即可回答抗

战研究变化的原因。对于中国两个纪念日意义的回答，“公祭日”的意义要侧重于

警示性，“胜利日” 的意义侧重于中国对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试题答案】（1）缅怀反法西斯战争业绩，以史为鉴（3 分）；警惕法西斯主

义，珍爱和平（3 分）；凸显人性，尊重生命（3 分）；各自政府均有特定的政

治考量（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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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因：政治上拨乱反正（2 分）经济上改革开放（2 分）思想文化方面重新

提出双百方针（2 分）两岸关系改善（1 分） 

意义:强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推动了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2 分） 

呼吁各方求同存异、共谋发展；（2 分） 

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正义良知，开创未来。（2 分） 

 

 

41.(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6 世纪初，西班牙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

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欧洲最大的殖民国家.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

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和海上霸权.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

对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

凋敞，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农业生产一

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海上霸权.188年“光荣革命”以后，

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

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19

世纪中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令世人惊异和羡慕。 

一一摘编自吴敬琏《大国崛起的五个共

同要素》 

阅读材料，指出一个影响大国崛起的因素，并结合其它相关史实对此加以阐

述。(要求:明确指出因素，阐述须有史实依据。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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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立意】考查论证探讨问题能力。考查世界近代政治史。 

【试题解析】影响大国崛起的因素很多，本题要求从题干中找出一个因素即可，

这可以从题中找出关键词，结合时间和所学知识解释。最后要有认识上的提升。

例如，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这就是民主政

治体制的确立。结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联系之后英国发展的具体史实就可以证

明，英国的强盛因此确立起来了。 

评分标准：答出因素 4 分，没能提取出相关因素则不能得分。相关史实 4 分（2

个史实），结论 4 分，共计 12 分。 

【试题答案】因素：地理优势和军事力量；先进的经济思想；民主法治；市场经

济体制；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府的主导作用（国家干预）（4 分，答出一

点即可得 4 分） 

示例一： 

因素：民主法治 

德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颁布 1871 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成为崛起的政

治基础；法国通过 1875 年宪法，最终确立了共和制，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答

出日本、美国、中国等均可） 

综上，民主法治建设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示例二：工业革命（科技革命）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了工业化道路，两次工业革命并行，迅速发展成为大

国；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发展，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工业大国。（答出法

国、德国、中国等均可） 

综上，通过技术革新实现工业化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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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经济思想 

17 世纪的荷兰，奉行重商主义，成为“海上马车夫”，迅速崛起；美国率先实行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思想，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巩固大国地位。（答出

其他国家，言之有理亦可） 

综上，先进的经济思想是大国崛起的保证 

 

44.  (15 分)【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西川承蛮寇剽虏之后，郭钊抚理无术，人不聊生.德裕乃复葺关防，缮

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糟道工巧四千余人，复归成都。 

                                             一一摘自《旧唐书·李德

裕传》 

材料二  太和三年(829)十月，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

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

同一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在农闲时习武，有宇打仗，无事务

农.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爵而改用安定人造的

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又在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

等城防.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

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清之民，粗以完复”.吐蕃、南诏再也不

敢轻举妄动，还主动归还以前劫掠的人口和城市. 

                                           一一摘编自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德裕西川改革的内容。(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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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德裕西川改革的作用。(6 分)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描述阐释事物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一问可以分别由材料“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

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蜀地工匠造的兵器华

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又在

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可以得出正确答案。第二问可以由

材料中“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还

主动归还以前劫掠的人口和城市”归纳总结得出答案。 

【试题答案】（1）精选士卒，提高战斗力；提升武器装备质量；险要之处修筑

城防；遣使入南诏，请求南诏遣返被俘工匠。（每点 3 分，最高分不超过 9 分） 

（2）恢复社会稳定，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提高军队战斗力；巩固中央集权；

恢复大唐的威望；有利于边疆地区稳定。（每点 2 分，最高分不超过 6 分） 

 

45.(15 分)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战后德国战争赔款的支付出现了特别复杂的情况.战胜国要求德国支付

外汇，这就产生了德国马克的汇兑等一系列问题.德国战争赔款还可用一部分实

物来偿还战时从盟友那里得到的借货，在当时条件下以此方式反而比用外汇偿还

战债更有利.早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便宣称，苏联并不想要德国所储备的黄金，

尤其对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不感兴趣.正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一建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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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其他盟国同意，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工业设备.1945 年共计有 4a

万以上火车车皮的物资被发往苏联， 

其中 242788 车皮是粮食和衫叨民，21834 车皮是物品和辍重时物，18x17

车皮是农机设备.另外，还有大量的黑色和有色金属(朽万吨)被整车运往苏联.根

据战争赔偿而得到‘的设备，被应用于苏联各个部门.例如源自德国康采恩的精密

设备为苏联发展无线电定位仪器、无线电装置、发生和特殊电子管、两极管整流

器、X 光透视管、无线电渺量仪及其他电子产品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不过以上

范例并不太多，而其他盟国，尤其是美舜将大量“德国科技精英”运回国，充分发

掘和利用德国学者和工程师的聪明才智. 

                                        一一摘编自 B.  A.赫依费茨

《财经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苏联对战争赔偿要

求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9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的战争赔偿对苏联的积极影响。(6 分)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 1 问的不同点要从材料中总结，原因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第 2

问注意材料中的信息“根据战争赔偿而得到的设备，被应用于苏联各个部门。例

如源自德国康采恩的精密设备为苏联发展无线电定位仪器、无线电装置、发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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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电子管、两极管整流器、X 光透视管、无线电测量仪及其他电子产品起到了

巨大推动作用。”从中分析可得出结论。 

【试题答案】 (1)不同：苏联要求以实物抵偿战争赔偿，不要现金，而美国的战

争赔偿政策主要集中在获取德国最新科技研发的高级人才。（3 分） 

    原因：二战使苏联经济受到了重创，一般性的工业设备和商品极度匮乏；充

分借鉴了一战后德国战争赔偿过程中出现的不成功经验；实物还可用来偿还战时

从盟友那里得到的借贷；苏联的赔偿政策在新技术的经济意义方面估计不足。（6

分，答出三点即可） 

  (2)影响：德国的高技术设备和最新技术样品为苏联生产众多先进产品发挥了

重大促进作用；推动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在冷战

激烈对抗时期对外资金借贷上的困难。（6 分） 

 

 

46.  (15 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 年一 1804 年)是美国的开国元助之一，宪法的

起 

草人之一，美国一的第一任对政部长。他最早河察幸峰英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

的深远意义. 

在建国初期，他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论证了发展制造业的重要

性，提 

出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措施.这一报告体现了汉密尔顿欲使美国由农业国变成

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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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强烈愿望.可惜报告没有被国会采纳，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感受到发展材造

业的赞 

迫性.但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个报告成为美国人热切研究的文件.可以说，

汉密 

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代言人. 

                                      一一摘编合罗恩·切尔诺夫《汉密尔

顿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密尔顿提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历史背

景。（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密尔顿关于发展“制造业”的观点。(9 分)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描述阐释事物的能力。 

【试题解析】第 1 问要注意时间“在建国初期”，由此可分析出背景。第 2 问是要

求评价这一观点。首先要注意这个观点是进步的，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实现。其次

要简要的指明为什么没有实现。 

【试题答案】（1）背景：国家刚刚独立；工业革命正在进行；未意识到发展工

业的重要性（或答经济落后、主流思想是发展农业）。（每点 2 分，共 6 分） 

（2）评价：对国民经济结构变迁具有前瞻性预测；为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

供了可供选择的道路；为美国发展绘就蓝图，指引方向；但这一主张超越了美国

的现实，在当时未被采纳。（每点 3 分，答出其中 3 点即得 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