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届高三第一学期质量检测 
 

历史试题                   2025.01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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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

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主张“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黄老
道家学派强调“主惠臣忠者，其国安。主主臣臣，上下不进者，其国强”。这反映
了两者 

 

A.价值追求的迥异                   B.治国理念的相近 

C.政治主张的相同                   D.学术方法的分歧 

2．秦及汉初，乡普遍设置有秩啬夫，有秩分等细密，在早期官僚组织中重要且活跃。

汉武帝时期乡有秩啬夫演变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官方调整并降低有秩秩级。

这一调整的出发点是 

A.维护君主专制                     B.精简地方行政机构 

C.防止豪强专权                     D.强化国家基层治理 

3．表 1 为西汉至萧梁长江中游县数统计表。这体现了 
 

表 1 西汉至萧梁长江中游县数统计表 
 

 西汉 东汉 三国 西晋 东晋 刘宋 萧齐 萧梁 

湖北 44 42 69 69 121 129 240 200 

湖南 39 42 61 63 61 61 59 67 

江西 18 21 56 57 57 54 58 63 

合计 101 105 186 189 239 244 357 330 

A.南北方经济趋于平衡               B.政局动荡引发政权变革 

C.南方农耕经济的发展               D.国家统治区域不断扩大

参照秘密级管理★启用前                                          试卷类型：A 

高三历史试题 第 1 页（共 8 页） 



4．图 1 是清代府级地丁税额与高程（海拔）比较图。观察地丁税额的整体水平随

高程分布的特征，可推知 

 

图 1 清代府级地丁税额与高程比较 

A.政府对地方税收控制力增强          B.自然环境决定税额分布 

C.税收类别具有明显地域差异          D.地理要素影响经济发展 

5．表 2 展示了 1887-1936 年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据此可知 

表 2 
 

 近代工业 手工业 合计 

1887 年 
产值（亿元） 0 11.94 11.94 

比重（％） 0 100.00 100.00 

1914 年 
产值（亿元） 1.57 15.87 17.44 

比重（％） 9.00 91.00 100.00 

1936 年 
产值（亿元） 8.01 19.68 27.69 

比重（％） 28.93 71.07 100.00 

1914-1936 年增长率（％） 7.70 1.00  

A.社会性质制约经济转型              B.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C.民族工业发展趋于停滞              D.民国政府限制工业发展 

6．陈独秀在 1925 年 9 月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中提到：“民主革命这

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

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他强调的是 

A.中国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B.创新革命理论成为当务之急 

C.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引领作用        D.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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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随着革命实际不断调整，以“新
民主主义经济”“统一财经”“解放”等关键词作为工作重点使用的历史时期，中
国共产党 
A.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B.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C.领导了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          D.进行“银元之战”“米棉之战” 

8.1950 年 5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

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

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制度。”这 

A.实现了男女平等                   B.推动了民主化改革 
 

C.颠覆了传统伦理                    D.开启了法治化进程 

9.1982 年，邓小平向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阐明：“我们不搞政治游戏，

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此后在多个场合提

到，“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这主要是为了 

A.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B.构建均衡的国际格局 
 

C.推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D.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10．在埃及早期大量墓葬和岩石绘画中，有描绘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风格的船、符号
和人物；复杂稳定的墓葬建筑方法明显地拷贝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这反映出上
古时期 

 

A.北非与西亚社会形态相同           B.埃及未能形成独立的文明体 

C.世界早期文明交流的状况           D.西亚是世界农业文明的源头 

11．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特许状规定的自治权力是城市居民共同拥有的。新兴的城市

贵族阶层出现后，积极追求政治控制权，一些城市市民逐渐丧失平等的政治权利以

及选举官员的自由，城市权利失去了它的团体性质，而成为单个“贵族”门第所占

据的世袭财产。这种变化源于 

A.特许状存在着漏洞                 B.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C.市民阶层加速分化                 D.封建势力持续壮大 

12．图 2 是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初美洲与非洲的三角贸易示意图。由此可知，这种贸
易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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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推动了非洲的民族独立浪潮         B.促进了三地文化融合 

C.加速了北美的资本原始积累         D.拉动了各方经济发展 

13．把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观念产生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

报刊成为了继君主、议会上院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和议会下院所代表的新兴阶层三个

等级之外的第四个等级参与到英国政治生活中，并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 

A.源于工业革命的推动               B.左右了英国政治进程 

C.改变了英国宪政结构               D.旨在促进民众的觉醒 

14．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指出：“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

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

更多的特色。”列宁意在强调 

A.西方国家对亚洲的觉醒缺乏认识 

B.亚洲革命不能机械照搬俄国模式 

C.亚洲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D.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15．图 3 是 1948-2016 年区域贸易协定的项目数的统计示意图。这表明此时期 

 

 

图 3 

A.合作发展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B.经济区域集团化成为世界主要潮流 

C.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造成巨大隐患 

D.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显露出雏形

高三历史试题 第 4 页（共 8 页） 



二、非选择题（共 55 分） 

16．（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饮食文化”的变迁 

表 3 
 

 唐朝 宋朝 

主粮格局 粟、麦、稻格局 稻、麦、粟格局 

蔗糖产区 形成了巴蜀、江东两大蔗糖生产中心 产糖区扩展到江、浙、闽、广、湖南、蜀川等地 

食物烹饪 
流行的烹饪方法为烤，胡饼更为流

行，已成为日常主食，且风格豪放 

最为流行的加工方法为蒸，蒸制的馒头最为流

行，追求精致，花色品种丰富 

 

饮品群体 

唐代宫廷饮茶讲究饮新茶，每年新茶

一出必先贡于皇室，以供帝室后妃取

饮尝新 

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之户，无论是贵宵阶层还

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家居、旅途，还是营业、交

往，莫不把茶作为增进关系、进行社会交际的一

种物品 

 

饮食经营 

为方便行人就食，唐人多在路边摆摊

设点；在人们出入的必经之处里门、

坊门两旁多有食摊、食贩售食 

食摊除在路边设摊外，还常设在城门市井、汴河

沿岸，后街或空闲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里等

地；此外夜市上，前来赶场的食摊众多，食贩注

重广告宣传 

 

南北交流媒

介 

南来北往的各类流动人员，包括北上

应试的举子、赴南方任职的政府官员

以及在各地游历文人墨客是南方饮食

文化最为积极的宣传者和学习者 

 

贩运商品的高额利润吸引着大小商人往来南北

之间，商人成为南北交流的主要媒介 

饮食文化交

流地域 

饮食文化交流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主要

集中在中亚、西亚和东亚 

涵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并远及北非和东非 

-据刘朴兵《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整理 

概括说明唐宋“饮食文化”的变迁体现了怎样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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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治学与国运 

近代某一时期，乘持言论救国思想，教授群体通过演讲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和宣传动员，完成了

“内树学术之楷模，转移社会之风气”的双重使命，呈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共生互动的

现象。下表是部分演讲名录。 

表 4 部分教授在广播电台的演讲 
 

演讲者 演讲题目 

陈友松 《新教育哲学检讨》 

戴世光 《从生活程度说到穷人翻身》 

冯友兰 《关于真善关》 

任之恭 《关于无线电的几种常识》 

贺麟 《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 

罗庸 《儒家的根本精神》《诗的境界》 

表 5 部分教授面向民众的演讲 
 

演讲主题 演讲者 演讲题目 

 

科学系列 

袁复礼 《战时地理》 

吴有训 《战时物理学》 

曾昭抡 《战时化学》 

 

宗教与哲学系列 

冯友兰 《我国古代之人生哲学》 

潘光旦 《儒教之形成及其演进》 

王维成 《道教源流》 

 

各国风俗系列 

费孝通 《美国人的性格》 

王了一 《法国人的情与理》 

孙毓崇 《日本人民风俗》 

宪政系统演讲 
陈序经 《中华民国与宪政》 

陈岱孙 《宪政与预算制度》 

 

国内时事问题 

曾昭抡 《军队统一问题》 

吴晗 《团结问题》 

雷海宗 《战后的世界和平与中国》 

-摘编自张睦楚等《学术救国与文化抗战：战时西南联大教授演讲的类型、特征及影响》结合材料，以“使

命·担当”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 

（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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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关系。新中国成立以

来，城乡关系是始终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表 6 

 

建国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国家，当时城镇化水平仅为 10％左

右，农村人口占 90％，整个国家一穷二白 

 

1958 年 

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彻底废除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正

式建立起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通过设置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城乡人口流动被纳入国家

计划，农民基本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 

 

1978 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城乡二元隔绝的局面被逐步改变，城乡关系进入调整期。然而，在整

个过程中以城市为重心的发展路径并没有根本转变。无论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公共基础

设施的布局，还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投入，城镇获得的远远超过乡村，城乡发展差

距逐步扩大 

 

2007 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此后，政府主导构建城乡融

合体制机制的进程开始驶入快车道 

2017 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将“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置于振兴战略七条道

路之首 

2019 年 
2019 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公布实施标志着我

国城乡关系终于走入“城乡融合”这一崭新的时代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70 年：从分割到融合》 

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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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9．（15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二战后美国的海洋强国路径 

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与秩序被重塑，也塑造了海洋领域开发与利用新的理念，关

国无法使用武力来解决海洋领城的全部问题。为维护海洋强国地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材料一 
 

 

 

 

 

 

 

 

 

 

 

 

 

图 4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分布简图 

材料二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美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呈现以技术为中心的特点，进入 20 世

纪 70 年代后转变为以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为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海洋科技发

展呈现大数据、跨学科的特点，同时提出“保持与增强美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的战略目标。 

·1974 年美国提出了“海洋 GDP”概念与测算方法以精确定义与量化海洋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中，80％的 GDP 受到海岸海洋经济的驱动，40％直接受海岸

经济的驱动；对外贸易总额的 95％和增加值的 37％通过海洋交通运输完成。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美国推出了《海洋带管理法》（1972 年）、《渔业

保护管理法》（1976 年）等一系列法律。美国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在 1983

年颁布《美国的海洋权益主张》，宣布划定美国的海洋权利管辖海域，在专属经济区概念

的基础上，按照美国的海域特点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和固化了美

国海洋权利的国家范围。 

 

-摘编自朱锋《二战后海洋强国建设的必要路径：海洋科技、海洋商业、海洋规则能力》 

（1）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维护海洋强国路径的特点及其成因。（11 分） 

（2）这一时期美国的海洋强国路径对你有何启示。（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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