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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外国语学校 2015 届高三适应性考试文科综合试卷 2015-5-31

历史

（时间：150 分钟； 满分：300 分）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其中第Ⅱ卷第 40～42 题为选

考题，其他题为必考题。

第Ⅰ卷（选择题 共 144 分）

本卷共 36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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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材料反映孔子希望治国者

A．以民为本 B．以身作则 C．克已复礼 D．施行仁政

14．江浙地区，唐宋时期“所种惟稻”，明朝中后期“郊原四望，遍地皆棉”。这种变化造成的影响是

A．重农抑商政策被废除 B．民众衣食结构彻底改变

C．导致生态环境遭破坏 D．农村经济结构有所调整

15．“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部权尽归内阁。”材料表明

A．六部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B．内阁地位上升，职权逐步强化

C．明朝中后期皇权渐趋衰弱 D．内阁职能强化，行政效率提高

16．《海国图志》载：“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其广贸易之法，有火轮船航河

驶海，不待风水；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这表明《海国图志》

A．有利于打破闭塞自大的思想藩篱 B．改变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社会现状

C．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 D．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

17．19 世纪中后期，在中国某些沿海城市吃西餐开始成为有钱人的时尚消费。这主要是因为

A．民族工业发展，资产阶级的生活追求 B．通商口岸开放，西方文化传入

C．西方殖民者涌入，迎合他们饮食习惯 D．西餐比中餐更多变化营养丰富

18．下表为近代福州 1905—1915 年由外洋（国外）和外埠（国内）机制面粉输入值的数据统计（单位：元）。

造成表中数据变化的原因不包括

A．通商口岸大量开放 B．实业救国思潮影响

C．国际形势急剧变化 D．民国政府政策推动

19．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飞跃是从铲除君主专制政体到奠定现代民主政治构架，第二个

飞跃是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基本建立到迈入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基本轨道。下列与“铲除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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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基本建立”、“迈入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基本轨道”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

依次是

A．辛亥革命、1954 年宪法颁布、“依法治国”载入宪法

B．辛亥革命、《共同纲领》制定、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C．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D．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54 年宪法颁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府在下列两图所示区域采取的相同的对外开放举措有

①创办经济特区 ②设立开放城市 ③开辟经济开放区 ④成立自由贸易区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21．“几乎所有残存的文本看起来都具有土生土长的特点，这同留传下来的传统说法相一致。平民们所寻求

的不是改革法律，而是公开法律。”材料所描述的这部法律

A．巩固了罗马帝国统治 B．突破了公民法的局限

C．主要维护了平民利益 D．是罗马习惯法的汇编

22．“培根（1561—1626 年）确立的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法，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

但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且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上述材料旨在说明近代科学的发展

A．传播了地圆学说，推动了新航路开辟 B．导致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

C．为启蒙运动倡导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D．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3．“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此话最有可能出自

A．薄伽丘 B．莎士比亚 C．马丁·路德 D．康德

24．18 世纪的英国，只有国王和议会才能够授予公司特许。19 世纪中叶以后，国家对企业的设立逐渐摒弃

特许主义，企业设立已经相当自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需要任何机关的审批或核准，企业

就可以设立。这反映了

A．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加剧 B．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组织形式演变

C．工业革命推动经济政策变化 D．科学技术进步加强了政府经济职能

38.（36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

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

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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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资政

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岳建勇《全球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材料二

图 1 1956 年的欧洲（局部） 图 2 1992 年的欧洲（局部）

材料三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

区别。……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

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材料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近 7万家跨国公司，其产

值已经达到世界总产值的 40%，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 60%，对外投资约占全球直接投资 90%，由于跨国

公司通过市场内部化进行全球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使“经济无国界”，从而将全球的生产连为一体，并且形

成了生产—研发—销售全球一体化。

——摘自新华网

（1）依据材料一，概括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特点。结合 20 世纪 40 年代有关史实，列举美

国为构建这一体系所作出的努力。（10 分）

（2）材料二中的图 1 反映当时欧洲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格局？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十年推动西欧

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图 1 比较，概括指出图 2 中欧洲政治版图发生的重大变化。（10 分）

（3）材料三、四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哪两种趋势得到加强？概括指出导致两种趋势加强的政治背景。

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欧洲联盟“成功”的历史原因。（12 分）

（4）面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的深刻变化，中国应该怎么办？请从政治、经济方面各提出一条合理化建

议。（4分）

41．（16 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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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生在 A、B、C三题中任选一题作答。答题时请在答题卡对应的位置上填涂选答的题号。

A．【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税，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做到纠正无租

之地，使良田税重，瘠田税轻（注：秋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以收钱为主或折纳绸、绢、锦、布），对无生

产的田地，包括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一县税收总额不能超过配赋的总额，以求税

赋的均衡。

——周泽民《北宋方田均税》

材料二 1872 年 7 月，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使用者）以土地执照，

确认其土地所有权。……1873 年 7 月发布了“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凡持有土地执照者，均要向政府缴

纳地税，地税的税率为土地价格的 3%，一律用现金缴纳。土地价格由政府规定，而政府规定的价格很高，

以致地税也很高，甚至与幕府时代的封建年贡不相上下。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 1/3 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

加税——村费；将旧税法中“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

——《明治维新下的土地改革》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实施方田均税的主要目的。（6 分）

（2）对比材料一、二，两者在地税的征收方式上有何显著不同？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土地改

革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10 分）

B．【选修 2——近代社会民主思想与实践】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状态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人是

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

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

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粱启超《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孟德斯鸠“政治自由”的含义。为此他对国家权力的构建提出了怎样的设想？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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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的核心思想，评述梁启超与孟德斯鸠思想产生的共同原因与影响。（10

分）

C．【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33 年，爱因斯坦在为英国一刊物撰稿时写到“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如何使用它，它

是给人赐福还是给人降祸，取决于人本身，而不是取决于工具。刀子对人生活是有用的，但是它能够用来

杀人。……我们的惟一希望在于，拒绝任何有助于战争准备或战争意图的行为”。

材料二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

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

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指出爱因斯坦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主要观点。（6 分）

（2）指出爱因斯坦和邓小平在论述科学作用时的侧重点并分析其原因。二人在论述科学作用时的共同

价值取向是什么？（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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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B D B A B A A B D C C C

38.（36 分）

（1）特点：美国主导；以“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为基础；按比较优势原则（国家实力）分享经济利益；各

国经济相互依存；以国际权力结构为保障。（任答三点，6 分）

努力：推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任答两点，4 分）

（2）格局：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2 分）

因素：马歇尔计划的帮助（美国支持）；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西欧各国政府的改革；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国家干预）的普遍应用；西欧国家开始经济联合（欧洲煤钢联营）。（任答两点，4分）

变化：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分裂、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立）；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任答两点，4分）

（3）趋势：区域集团化；全球化。（4 分）

背景：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任答两点，4分）

原因：历史形成的文化共同性；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教训；欧共体的成功实践；冷战期间摆脱美苏控制

的共同愿望。（任答两点，4分）

（4）政治上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4 分，

其它答案言之成理，酌情给分。）

41.（16 分）

A．【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均衡税赋；增加政府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根本目的是缓和矛盾，巩固统治。（任答

三点，6分）

（2）不同：材料一以土地质量为标准征收，材料二以土地价格为标准征收；材料一分秋夏两季征收，材料

二分地税和附加税征收；材料一以实物税为主，材料二只征收货币税。（任答两点，4分）

影响：使日本土地所有制发生深刻变化（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打

击封建势力，促进社会转型；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扩大国内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增

加政府收入；激化社会矛盾。（任答三点，6分）

B．【选修 2——近代社会民主思想与实践】

（1）含义：保障个人安全(或公民受法律保护）；人人平等。（2 分）设想：三权分立(或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2 分）

（2）思想：兴民权，实行民主政治。（2 分）原因：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人文主义思潮兴

起与发展。（4 分）影响：打击封建势力；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科学文化发展。（任答两点

4 分）

C．【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1）爱因斯坦：科学是工具，其作用取决于人类本身。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生产发展作用巨大。

（6 分）

（2）侧重及原因：爱因斯坦侧重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原因是当时人类正面临战争威胁。邓小平侧重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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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中国改革开放。（8 分）

价值取向：科学应造福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