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 2020年高三年级模拟试题（―）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 

（考试时间：上午 9：00-11：30）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一部分（必考题）和第二部分（选考题）两部分。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

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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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必考题 共 85分） 

一、选择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 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国内出现了一种官吏性质的家臣，这种家臣不再有封地，而以粮食为俸禄。这说明了 

A.君主专制权力强化  

B.家国政治影响深远 

C.官僚政治初步显现  

D.分封制度彻底瓦解 

【答案】C 

【解析】材料是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君主专制制度还没有确立，A 项错误；诸侯国的君主与臣下不一定存在血缘

关系，B 项错误；分封制在战国后期瓦解，D 项错误。诸侯不再分封土地而是以粮食作为俸禄，这是官僚政治的

表现之一，故选 C。 

【考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25. 南朝时，梁武帝“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陶弘景一手创立了道教的神仙世界，却在晚年

宣称，自己是胜力菩萨下凡。这反映出当时 

A.文化信仰的多元化  

B.儒学受到严重冲击 

C.佛教开始传人中国  

D.政府注重道德教化 

【答案】A 

【解析】材料中的梁武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崇尚不同的学派或宗教，道教神仙体系创始人陶弘景晚年又信仰了佛

教，说明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具有多元性，故选 A。材料中没有体现对儒学的冲击，B 项错误；佛教在西汉传入中

国，C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体现出道德教化的内容，D 项错误。 

【考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 

 

26. 唐初三省并重；自光宅（唐睿宗年号）以后，政事堂由门下移至中书，中书省遂居三省之首；玄宗以后，封驳

诏奏之权，亦逐渐分散。这反映出 

A.中书省决策权扩大  

B.专制皇权得到强化 

C.行政效率有所提高  

D.宰相议政职能加强 



 

 

【答案】B 

【解析】材料反映了三省的权力变化，由唐出三省并重，到中期转移，后期分散。三省的权力越弱，皇权越强，

故选 B。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决策权是属于皇帝的，A 项错误；材料不涉及行政效率和宰相职能，C 项

和 D 项错误。 

【考点】唐代的政治制度 

 

27. 据统计，新航路开辟后的一百多年间，美洲白银总产量的将近一半输向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米价一直维

持在一种超稳定状态。据此推知白银的大量流人 

A.没有促成中国经济的转型  

B.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C.迫使政府放弃了抑商政策  

D.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答案】A 

【解析】从题干信息中可以看出，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中国米价并没有变化，说明白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和消

费领域，B 和 D 错误，所以没有导致中国经济转型，A 项正确。中国明清政府一直贯彻重农抑商政策，C 项错

误。 

【考点】中国古代经济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特点 

 

28. 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两国“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并对驻外公使待遇、来往礼节等作了规定。这反映出晚清时期 

A.天朝体制趋于瓦解  

B.传统社会彻底终结 

C.中英邦交实现平等  

D.外交政策基本成熟 

【答案】A 

【解析】《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加深，故 B 项和 C 项错误。二

鸦后，清政府逐步放弃天朝外交，外交政策开始近代化，故 D 项错误。 

【考点】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 《天津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 

 

29. 下图为 19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性社团成立年份分布图。据此可知当时  

 

A.国人的民族民主意识觉醒  

B.清政府支持维新变法 

C.政治变革的氛围逐渐形成  



 

 

D.改良已成为主流思潮 

【答案】C 

【解析】图中知识分子政治性团体的数量在甲午战后快速增长，说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故 C 项正

确。A 项国人的民族民主意识开始觉醒材料无法体现；戊戌变法是被清政府镇压的，B 项错误；材料没有对比，

看不出改良是否为主流思潮，故 D 项错误。 

【考点】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 

 

30. 1927 年 2 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强调第二阶段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 

A.肯定农民是革命的主导力量  

B.是对农村革命的有益探索  

C.引领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  

D.有利于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答案】B 

【解析】题干中毛泽东强调“农村革命时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认识是对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农村革命的一次有

益探索。A、C、D 表述有误。 

【考点】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 

 

31. 下表为 1979 年与 1997 年中国部分经济数据对比表。该表数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  

B.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C.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D.对外贸易主导经济发展 

【答案】B 

【解析】从题干中可以看出，1979 年以后，对外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大幅度增长，其原因是改革开放的进

行。A 选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在 21 世纪初，时间不符；C 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 2001 年，时间不符；D 项

“主导”二字表述有误。 

【考点】改革开放 

 

32. 在古代雅典，智者学派教人辩论，收取酬金。苏格拉底认为，他们是“知识的批发商”， 出卖智慧就是贬低智

慧，获得朋友比获得金钱的好处更多。这表明苏格拉底 

A.反思雅典民主政治弊端  

B.强调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C.否定了智者学派的思想  

D.重视知识与道德的结合 

【答案】D 

【解析】题干中苏格拉底认为智者学派是“知识的批发商”，是在“贬低智慧”，并且指出获得朋友比获得金钱



 

 

好处更多，苏格拉底的认识体现了他的思想：“知识即美德”，即重视知识与道德的结合，故本题选 D。 

【考点】人文精神的起源，苏格拉底 

 

33. 20 世纪初，内阁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核心。内阁将一些有可能发挥多种职能的不同权力结合在一起，使英国政

府体系达到了统一。英国强化内阁制 

A.使内阁成为最髙权力机关  

B.破坏了议会至上的原则 

C.偏离了正常民主政治轨道  

D.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民主代议制的发展。题干中内阁权力不断加强，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A 项中英国为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最高权力机构为议会；B 项并未破坏议会至上的原则；C 项“偏离了”表述有误。 

【考点】英国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 

 

34. 1929-1945 年苏联和外国公司之间约有 200 个技术援助协议在执行，其中 1930 年执行的 104 个技术援助协议，

约有 84 个是和美国、德国公司签订的。这说明当时苏联 

A.经济政策不受意识形态限制  

B.加强与西方政府间的合作 

C.经济建设受国际形势的影响  

D.工业化取决于西方的援助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苏联经济建设相关内容。从题干中时间看出，1929 年经济大危机和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为苏联获得技术援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A 项“不受限制”，B 项“政府间的合作”及 D 项“取决

于”表述有误。 

【考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35. 2016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 2.5%，创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国际投资的增长也陷入停滞。这表明 

A.各国贸易壁垒愈演愈烈  

B.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加剧 

C.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挑战  

D.世界经济发展走向衰落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全球化相关内容。从题干中全球贸易增长率和国际投资情况，说明全球经济形势不佳，全

球化发展受到挑战。A 项题干未涉及“贸易壁垒”，B 项“持续加剧”表述有误，D 项“走向衰落”不符合史

实，故本题选 C。 

【考点】经济全球化 

 

二、非选择题：共 2 小题，共 37 分。 

4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1634 年，后金（注：清前身）统治者在不改变蒙古原有习俗的基础上，对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蒙古各

部，实行重新编旗划界的盟旗制度。旗具有行政与军事合一的性质，旗之上设盟，商讨各旗的重大事务。后金政权

中设置与六部平行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制定《理藩院则例》和《蒙古律例》等，作为统治蒙古的主要

政策。清朝统治者还实行“北不断亲”的策略，历代皇帝将蒙古王公子弟招为“额附”，建立姻戚关系。“以黄教柔



 

 

顺蒙古”，是清朝统治者抚驭蒙古的重要政策之一。清政府严禁蒙古各部之间通婚来往，限制蒙古各旗之间直接联

系，禁止内地汉族农民到蒙古地区开垦耕种土地。清朝政府严格禁止蒙古贵族延请内地书吏，并严禁蒙古人学习汉

语、汉字，更严禁蒙汉通婚结亲。 

——摘编自卢明辉《略析清朝前期治理蒙古的几项重要政策》  

材料二  1945 年 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

域自治。”11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经过一年多努力，大部分民族上层人士被团结起

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壮大。1947 年 4月，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其中蒙 

古族占 87.7%。1949 年 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0 年春，农业区的 1991 个村基本完

成村选工作，建立起普选的村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村政府委员，成立了村人民政府。到 1952年底，自治区各级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召开，即使是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在人民代表会议中也有一定的代表名额。工人、农民、军人、

医务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等均占一定比例，其中妇女比例为 12.6%。1952 年，自治区 8个旗（县）代表会议共收

到提案 11476 件。人民群众通过代表会议，广泛提出了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发挥了对政府工作和干部的监督作用。 

——摘编自庆格勒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内蒙古的民主建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治理蒙古的政策。（10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民主建政的创新之处及其意义。（15分） 

【答案】 

（1）政策：实行盟旗制度；在中央设立专管机构，制定专门政策；实行政治联姻；利用宗教控制蒙古；限制各

旗之间及与内地的联系；实行愚民政策。（10 分，答出五点即可） 

（2）创新之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进行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族平等；人民代表具

有广泛性；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8 分，答出四点即可） 

意义：有利于内蒙古的发展；为其它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提供经验借鉴；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推动

了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建国初期全国的民主建设提供经验借鉴。（7 分，答出四点即可。） 

【解析】本题以清朝和新中国治理蒙古为背景材料，考查学生概括问题和分析意义的能力。第（1）问要求从材

料中概括清朝前期治理蒙古的政策，需要学生对材料信息进行整理分类。第（2）问要求概括中共在内蒙古民主

建政的创新之处，并基于此分析其意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线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为建国初期全国的民主建设提供经验借

鉴。 

 【考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治理和中国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这里

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横向发展，

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

过程。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

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

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整理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

述清晰。） 

【答案】 

评分标准：观点 2分，评析 8分，结论 2分。 

①观点明确，表述清晰；（2分）观点表述不准确或没有观点。（0分） 

②能对观点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多角度多史实论证充分；（8-6 分）逻辑较严密，论证较充分：（5-3 分）逻



 

 

辑不严密，缺乏史实或史实错误（2-0分） 

③结论有提升，不是简单重复观点；（2分）结论错误或没有结论。（0分） 

 

答案示例 

观点：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作用。（2分） 

评析：新航路开辟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资产阶级代议制得以确立；之后加紧对外殖民扩张，并成为

“日不落帝国”；殖民找张为英国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广阔的市场，推动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机

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劳动，带动君主立宪政体走向成熟；经济的发展需要更为广的市场，直接刺激英国进一步向

世界各地状张，推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同时工业革命向世界各地扩展，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8分） 

结论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错进行，将世界各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

发展。（2 分） 

【解析】本题以世界历史的发展线索为背景材料，考查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首先需要从材料中提

取作者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观点提取需要准确；其次，观点的评析需要紧密围绕观点，并能够结合相关

史实；结论需要从闻述中进行升华，得出规律性认识 

【考点】世界近代政治和经济 

 

第二部分 （选考题 共 15分） 

4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 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

直延用到 1911 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

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 年 11月 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

“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

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

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

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壬戌学制的背景。（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壬戌学制的积极作用。（7分） 

【答案】 

（1）前期教育改革奠定基础；旧的教育思想严重束缚社会发展；政府的重视；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先进知识分

子的推动；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8 分，答出四点即可） 

（2）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有利于提升国民素养；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风尚改变；推

动了教育近代化；推动了社会发展。（7 分，答出四点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概括信息、分析作用的能力。通过提供民国壬戌学制的相关史实，让学生从材料中提取学

制产生的相关信息，并结合晚清民国的教育史实概括壬戌学制的背景。从壬戌学制的七条教育标准逐一结合所

学知识合理推断学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平民教育、教育普及等信息能推出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从注意个性

的发展、注重生活教育可以推出思想解放和社会风尚的变化。 

【考点】晚清民国教育。 

 

46.【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 分） 

材料  自华盛顿时代，美国一贯奉行中立政策，其基本含义是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也避免对世界安全作出集体保

证的任何承诺。大萧条后美国中立情绪日益高涨，在 1935年到 1937 年美国先后通过了三个中立法案，均规定禁止



 

 

美国向交战国贸易军火。随着德国法西斯扩张日益猖獗，美国于 1939 年批准了第四个中立法案，解除对交战国军

火禁运，但需“现金购买，运输自理”。 

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主要内容是，总统有权向“对于美国防务至关重要”并且能“给美国

带来好处”的国家“出售、交换、租给、借予或转让任何军需产品”。美国共援助 500多亿美元，其中苏联获得 109

亿美元，中国获得 8亿美元。杜鲁门说：“通过《租借法》而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士

兵，当他们投入战斗的时候，就会大大减少我国青年在争取战争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中立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中立政策变化的影响。（7分） 

【答案】 

（1）变化：开始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1939 年允许出售，1941 年转向全面援助反法西斯国家。（6 分） 

原因：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危机美国利益。（2 分） 

（2）增强了反法西斯力量；密切了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系；相对减轻了美国在二战中的压力；推动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走向胜利。（7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提供中立法案和租借法案的相关史实，对比四个中立法案和租借法

案，总结出变化的规律。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法西斯的扩张不断加强，促使美国逐渐改变原来的完全中立政

策，对参战国给予物资出售。从采取的措施来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反法西斯国家，促成了

二战的最终胜利，减轻了美国在二战中的压力，密切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系。 

【考点】美国中立政策。 

 

4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  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熟读经史诗文和佛教经典，通达礼仪。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

松赞干布）第一次派使求婚被拒绝后率军向青海、四川进攻，希望以武力逼迫唐朝皇帝同意求婚之事，但被唐军打

败。弃宗弄赞派大臣入唐谢罪，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综合考虑后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订婚以后，

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

641 年，入藏队伍开始启程。因为道路险阻， 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平整道路，设立驿馆，

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到达首都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按照当地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

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同时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大昭寺和十二座神殿。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9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文成公主具有的优秀品质。（6分） 

【答案】 

（1）建立了沟通唐蕃的交通；推动了吐蕃农业的发展；提升了吐蕃的文明水平；加强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

带来了唐蕃之间长期的和平。（9分） 

（2）才华横溢，富有智慧；身逢时势，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维护团结。（6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通过提供文成公主入藏的相关史实，对材料的信息进行分类概括文成公

主的贡献，从“和吐蕃人民一起平整道路”可以得出建立了沟通唐蕃的交通，从“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

法”得出推动了吐蕃农业的发展，从“停止这种习俗”可以得出提升了吐蕃的文明水平。文成公主的优秀品质

从她的贡献就可以推断出来。面对唐蕃战争，通过和亲缓解双方关系，可以看出她的顾全大局。从她为吐蕃不

同领域的贡献可以说明她的智慧和才华。 

【考点】文成公主入吐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