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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 2018 年高三年级模拟试题（二）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历史部分） 
（考试时间：上午 9：00-11：30） 

 

注意事项： 

1. 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第 I 卷 1 至 7 页，第 II 卷 8 至 16 页。 

2. 回答第 I 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试科目涂写在答题卡上。 

3. 回答第 I 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

涂其他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 回答第 II 卷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5.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 I卷（选择题 共 48分） 

本卷共 12小题，每小题 4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 商周时期，士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能文能武，生活无忧；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分化，

或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变为主持仪式的赞礼人，或发展为新兴地主。士阶层的分化 

A.成为百家争鸣的根源                      B.导致土地私有的出现 

C.有利于推动社会变革                      D.是宗法制瓦解的产物 

【答案】C 

【解析】A 项“二字过于绝对”，B 项因果颠倒，D 项士的分化与宗法制无直接关系，故选 C。 

 

25. 据《汉书》载，海昏侯刘贺不学无术、不尊礼仪、掠取女子，终被霍光所废；近年对刘贺墓考古出土了《论语》

《礼记》等儒家简书，及绘有孔子图像、载其传记的矩形铜镜。有人据此判断：刘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

室贵胄，《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载不足为信。据此可知 

A.出土文物最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B.文献记载具有主观性不足为信 

C.史料实证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              D.历史叙述相互印证可还原真相  

【答案】C 

【解析】A 项过于绝对，出土文物受其制造者及墓主人身份的影响，并不一定最接近历史真实；B 项过于绝对，优

秀的历史著作是可以客观展现历史的；D 项过于绝对，相互印证并不一定就能还原真相，故选 C。 

 

26. 律学是中国古代对法律注释讲解的学问。唐朝律学的学习内容是律令格式和儒家经典，宋代的学习内容除当朝

律令、断案外还有儒家经术。这表明唐宋律学  

A.体现了三教合流的特点                 B.延续了以礼入法的传统 

C.凸显儒学哲理化的趋势                D.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 

【答案】B 

【解析】A 项未体现佛教思想的影响，C 项未体现哲理化，D 项未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均错，故选 B。 

 

27. 据测算，清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总面积为 733 万顷，乾隆十八年已增至 993 万顷，嘉庆十六年又增至 1051

万顷；从乾隆至道光年间，种植玉米的地区已扩展至 20 省 354 府州县。这些现象反映了 

A.清朝政府大力扶持垦荒                 B.中西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传统农业转型动力不足                 D.种植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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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某一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性问题。从材料中可知，此时处于清代，人口不断增长，对于粮食等

作物需求上升。而传统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故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故选 C。 

 

28. 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到 1901 年，全国 20 余所新式教育机构的分布为：广州 5 所，天津 4 所，上海 3 所，

福州、南京、北京、武昌、台北各 2 所，珲春、烟台、旅顺、乌鲁木齐各 1 所。影响新式教育机构分布的主要因素

是 

A.近代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B.洋务运动人才需求突出 

C.清政府对外政策发生变化                  D.西方列强进行文化侵略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各通商口岸，这些地区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因此近

代化发展较其他地区要快，对西方文化及新式人才的需求较其他地区要多。故选 A。 

 

29.1868 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万国公报》，到 1896 年前后，发行量高达 38400 份。光绪皇帝和洋务派大臣

每期必读；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还主动投稿；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这表明 

A.西方思想受到各界普遍欢迎                 B.民族危机刺激国人了解西方 

C.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D.社会精英主张学习西方制度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这一时期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级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民族矛盾

已成为主要矛盾。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阅读《万国公报》，其根本目的在于救亡图存，故选 B。 

 

30. 自 1934 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1937 年后，国民

党的军政要员多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宣传著作。这些举动 

A.表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B.推动了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C.导致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D.客观上适应了民族战争形势的变化 

【答案】D 

【解析】A 项“开始”错，B 项“兴起”错，C 项因果颠倒，故选 D。 

 

31. 据统计，截止到 1979 年上半年，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高达两千多万人。到 1982 年，全国城镇集体和个体

劳动者人数比 1978 年增加了 35.6%，其中个体劳动者人数为 1978 年的 8.8 倍。这一变化反映出 

A.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大量劳动力  

B.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就业岗位 

C.就业压力助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D.国企改革的深化推动城市所有制变革  

【答案】C 

【解析】由材料可知，1979 年全国面临较高的就业压力，这一压力推动了待就业者从事个体经营，故选 C。 

 

32. 公元前 413 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很多雅典人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而忘记自己那一票的神圣责任

和义务，其出尔反尔的手法几近无赖。这反映了雅典  

A.直接民主存在决策风险                     B.公民道德素质严重缺失 

C.演说术有助于民主决策                      D.集体决策成为战败根源 

【答案】A 

【解析】材料反应了雅典直接的弊端之一，即一些并不具备政治素养的公民也参与决策，易被煽动而出现多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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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导致决策失误，故选 A。 

 

33. 1650- 1749 年，英国小麦价格下跌 33 %，工业品价格下跌 29 %，而建筑行业工人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33 %，其他

行业工人实际工资也多有增长。“缺乏人手的抱怨到处都可以听到”。这表明此时的英国 

A.商品价格下跌导致经济衰退                   B.工资增长致使技术创新乏力 

C.贫富差距拉大加剧社会矛盾                   D.经济状况呼唤传统产业变革 

【答案】D 

【解析】由材料可知，此时英国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此时商品价格下跌，但因劳动力的缺乏，工人工资却有所

提高。因此推动了英国的技术创新，以发明新的 

 

34. 1878 年起德意志帝国实施《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12 年间解散了 330 多个工人组织。80 年代，

德国国会相继通过《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残疾与老年保险法》，初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这些举

措  

A.完善了君主立宪政体                           B.适应了德国发展的需要 

C.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                          D.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 

【答案】B 

【解析】A 项与君主立宪政体无关，C 项“有效”过于绝对，D 项“完善”同样词性过于绝对，故选 B。 

 

35. 二战后初期，美国人心中的全球责任意味着拯救饥饿和重建世界经济，通过与苏联的合作和改造德、日来确保

持久的和平。但从 40 年代末开始，美国将其全球责任重新界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

这一变化  

A.表明美国极力推行单边主义                 B.标志着两极格局最终形成 

C.开始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                 D.受到了战后国际形势影响 

【答案】D 

【解析】材料中反映的是美国从与苏联合作转为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冷战，故选 D，受到了战后冷战这一国

际形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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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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 44-46 题为选考题，考生

根据要求作答。 

40.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明太祖罢御史台，设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为百官表率，协同吏部考核官员，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案。

都御史为都察院长官，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按行政区划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掌地方监察。凡出巡的都御史

或副、佥都御史，可分别授予总督、提督、巡抚及经略等官衔。督抚可不请示皇帝而“便宜从事”，在组织上仍隶

属都察院，起初为临时派往某地监察，后为加强统治而固定化。清雍正元年，为避免监察机构重叠，提升监察机关

职能，改变给事中制度对皇权的制约，把专察六部的六科合并于都察院，实现了科道合并、台谏合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906年，迫于内外压力，受三权分立等思想影响，清政府拟定《都察院整顿变通章程》：裁撤都御史人数总

额；裁撤六科，只设给事中二十人；按行省分设二十二个道；新设都察院研究所，购买书籍及京外报纸，作为科道

官员纠察裁判的参考资料。此外，新设的检察厅专管司法监察事务，都察院稽察京师地方治安的监察机构——五城

兵马司被取消。清朝覆亡，都察院被废除，但其监督职能被不同的机构所继承和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先后

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议院法》、《议院法》等，都体现了议会监察制度，行使立法、行政、舆论之监督。 

——摘编自刘志勇《清末都察院改革:方案设计、改革结果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都察院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12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民初监察制度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13 分） 

【答案及解析】 

（1）趋势：地位进一步提高；权力不断扩大（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并举）；都察院官员由临时巡抚地方到固定化；

监察职能日趋集中（科道合并、台谏合一）；对皇权的制约日趋弱化。（6 分，任答三点即可） 

影响：强化了专制皇权；加强了对地方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提高了监察效率；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僚机构的

正常运行。（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变化：精简机构与冗员；注重提升监察官员的业务水平；关注舆论监督；司法检察权（司法监察）独立；都

察院的改革与废除；通过立法建立民主监督体系（议会监察制度）（8 分，任答 4 点即可） 

原因：清末应对统治危机的需要；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的推动；进步

人士的积极推动。（5 分，任答 3 点即可） 

 

 

4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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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中任意提取三个词汇，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定的论题进行简要的阐述。（要求:明确写出三个词汇：和所

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解析】 

评分标准：论题部分 0～3 分，阐述部分 0～9 分，具体赋分要求如下。 

分值 要求 

10～12 所拟论题符合要求，指向明确，涵盖三个词汇。能够

引用具体史实支持论题；史实准确，分析合理，结论

顺理成章；论述完整、清晰，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7～9 所拟论题符合要求，指向明确，涵盖三个词汇。能够

围绕所拟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举史实与论题基

本能构成逻辑关系；论述较完整、清晰，文字通顺。 

 

4～6 所拟论题基本符合要求，指向较明确，涵盖三个词汇。

所举史实对论题支撑不足，或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性

不强；论述不够严谨，文字较通顺。 

0～3 所拟论题不符合要求，或指向不明确。仅列出词汇不

能赋分。论述文字与论题关系不清，或无关系；结论

错误；没有逻辑性，文字不通顺。 

示例： 

词汇：工业家、垄断、凯恩斯 

论题：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阐述：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历史。19 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家群体崛起，

追逐利润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使企业兼并成为常态。到 19 世纪末，垄断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普遍现象。垄断组

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1929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私人垄断的严

重后果。面对这种情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颠覆传统经济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二战后西方各国普遍采用这

一理论，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综上，生产组织和经济理论的调整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推动

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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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 度量衡事关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居等大计。“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但到中国近代，度量

衡状况却极度紊乱。1903年，清政府尝试度量衡划一，但还未及施行，便随着清政府覆灭未果而终。稍后北洋政府

拟定的甲乙制并行的度量衡改革方案,也因为两制换算繁琐和政局动荡，及推广举措不力等诸多因素，仅在北平、

山西两地短暂推行，便草草收场。度量衡混乱局面愈演愈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内局势暂时稳定，统

一度量衡工作又被提上重要议程。国民政府以“但求全国同律，并求世界之统一，量务求其正确，法务求其简明”

为前提，经慎重权衡，确定万国公制为度量衡标准制。随后，作为标准制之过渡制的“一二三”市用制也应运而生。

该制表述了公制与市制之间的换算关系，即公升=1市升；1公斤=2 市斤;1 公尺=3 市尺。它的产生是中国计量发展

史上的重要事件。 

——摘编自吴淼、郑辰坤《民国时期度量衡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革的背景。（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革的意义 6 （7分） 

【答案及解析】 

（1）晚清民国时期度量衡制度混乱；北洋政府度量衡改革失败；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计量制度的传入。（8 分，任答 4 点即可） 

（2）有利于改变度量衡混乱情况；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民众生活；

为现代计量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7 分，任答 3 点即可） 

 

 

45.【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 分） 

材料   1918 年一战结束之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德、法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一些人士主张美国应

抛弃华盛顿总统关于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一战削弱了欧洲列强的实

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自信心。西欧废墟成片，等待美国救助。欧洲主导的旧国际秩序被倾覆，而威尔逊以“十

四点”计划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构想得到了交战国领导人的认可，也受到了欧洲民众的热烈欢迎。欧洲民众渴望威

尔逊能够利用美国的力量带来持久和平，让欧洲摆脱战争的宿命。欧洲各国广场、街道、车站和公园都出现了威尔

逊的名字，墙上的海报写着“我们希望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甚至跪在威尔逊画像前。“在人们眼中，

成尔逊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弥赛亚”。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英、法两国领导人也希望美国放弃孤立

主义政策，加入到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去，成为遏制德国阵营的一员。 

——摘编自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一战后威尔逊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的原因。（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威尔逊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的影响。（7分） 

【答案及解析】 

（1）美国借助经济实力扩张权益；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呼吁改变孤立主义；欧洲战后重建急需美国援助；英法拉拢

美国遏制德国；威尔逊个人的远见卓识。（8 分，任答 4 点即可） 

（2）加强了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引发了英法对美国的抵制；推动了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发展；推动了国联的

建立。（7 分，任答 3 点即可） 

 

 

46.【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 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人，十五岁始游学于齐国，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他曾经传道授业，战

国末期韩非、李斯及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等均为其门下高足。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祕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

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

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荀子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他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狹序，重视人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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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献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

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

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荀子对重新整理儒

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摘编自廖名春《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思想的特点。（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活动的文化意义。（7分） 

【答案及解析】 

（1）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关注现实；以“性恶论”为基础；糅合儒法思想；强调后天因素对人的重要性。（8 分，

任答 4 点即可） 

（2）丰富了先秦哲学思想；有利于儒学的传承；儒法融合对后世影响深远；推动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创

了文学的新体裁，培养了大批人才）（7 分，任答 3 点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