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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大附中 2019 届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三） 
文科综合参考答案 

 
历史部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 

题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答案 B A B A C A D D C B D C 

【解析】 
24．材料反映“君臣关系‘皆从法’才能‘大治’，如‘倍（通背）道弃法’就会生‘乱’”，

这突出强调了“大治”或“生乱”的关键在于法是否得到尊崇和维护，故选 B。 

25．材料反映儒学再度发挥精英融合作用，将夷夏之别转化为阶级分野，将北方胡人进行文

化同化，显示出儒学的影响力，故选 A。 

26．诉讼解决财产纠纷，诉学、诉师、有律师事务所性质的“书铺”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现

代司法雏形，在历史的转型中有向现代转型的机遇，故选 B。 

27．在战争期间，正是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的弊端，导致在选择军事领导人这极其关键的问题

上有重大失误，故选 A。 

28．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提及的“不论男女”等体现了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

即是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故选 C。 

29．根据所学知识，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国家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海外贸易规模扩大，对资金

的需求推动了上述现象的产生。故选 A。 

30．在材料不同年份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内阁对议会的影响力在增强，和传统行政权和立法

权两权分立相比，甚至出现行政权一权独大的趋势，英国行政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故

选 D。 

31．材料未体现 B、C 两项，均排除；太平天国时期，晚清集权政治开始受到冲击，A 项错误；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扭转重陆轻海的观念，建立了几支近代海军。尽管存在各种问

题，但确是观念的改变，D 项正确。故选 D。 

32．材料未体现 A、D 两项，均排除；材料体现他对“中体西用”思想不同于李鸿章等人的认

识，是希望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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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重新解释“张三世”，提出、阐述了专制

政体、立宪政体、共和政体，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故选 B。 

34．材料未体现 A、C 两项，均排除；近代社会转型成功不是辛亥革命，B 项错误；推翻专制

帝制后，中国社会的重心即维护民主制度，D 项正确。故选 D。 

35．材料未体现 A、D 两项，均排除；自行车作为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引入中国后，对中国

的民众生活有一定的影响，C 项正确。故选 C。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一）必考题（共 2 小题，共 37 分） 

41．（25 分） 

（1）（8 分）因素：政府立法鼓励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积极从事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

圈地运动带来自由雇佣劳动力；手工工场的分工合作。（每点 2 分） 

（2）（8 分）特点：起步晚，开始于 19 世纪中期；缺乏民族工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受西方

列强侵略的影响；发展受到政府的限制；只学习技术不改变制度；发展缺乏系统性、整

体性。（每点 2 分，答案要点不少于四点） 

（3）（9 分）借鉴因素：政府的鼓励及扶持，主动对外开放；发展工商业，积极拓展对外贸

易；思想解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每点 3 分） 

42．（12 分） 

示例之一：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压抑人性 

为维护皇帝的家国天下和巩固统治，秦始皇创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皇

权至高无上、中央机构设置、地方行政区划、法律、选官等制度设计和安排，确保皇帝

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把人民的基本权利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后历代王朝继承秦朝的基本

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发展，但加重人民的赋税、徭役、兵役等负担，加强思想控

制，实行愚民政策，压制人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维护专制君主权威的基本目的始终不变。

总之，古代君主专制统治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主要障碍。 

示例之二：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中国古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适应小农经

济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维护专制皇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

此同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也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中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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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唐诗宋词、书法绘画、长城故宫等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度的建立，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落

伍于时代，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本题也可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实行三级评分：一级 0~4 分；二级 5~8 分；三级 9~12 分） 

（二）选考题（共 3 小题，共 15 分） 

45．（15 分） 

（1）（6 分）特点：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创新制度；改革全面，重视农业。（每点 2 分）  

（2）（9 分）积极意义：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民族交往和交流；有利于农业生

产的发展，经济全面复苏，社会进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和发展。（每点 3 分） 

46．（15 分） 

（1）（9 分）背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和平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于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的呼声高涨。（每点 3 分，任

答三点即可） 

（2）（6 分）评价：实质是维护凡尔赛体系的工具，没有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对二战后国

际合作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有参考价值及借鉴意义。（每点 3 分） 

47．（15 分） 

（1）（8 分）原因：利用中国海洋经验验证西方知识，不迷信权威；运用近代地理学理论和

科学方法，具有科学理性精神；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思想开放领

先。（每点 4 分，任答两点即可） 

（2）（7 分）影响：代表了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新趋向；推动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

真理；对后来维新思想的产生具有先导作用。（答出三点得 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