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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高中２０２６届教学质量检测

历　　史
注意事项：

１．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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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择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选择题：本题共１６个小题，每小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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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古代君王较为关注死后的世界，图１为古埃及哈夫拉金字塔旁的狮身人面像，古埃及人认为，
狮子是进入天国门户的守护神；图２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古代中国人有“视死如生”的观念，兵
马俑是秦始皇给自己建立的一支无比强大的军队。这些现象说明了

图１　古埃及狮身人面像 图２　秦始皇陵兵马俑
Ａ．集权政治的优越性 Ｂ．不同文明的交融性
Ｃ．大河文明的先进性 Ｄ．古代文明的多元性

２．佛教被创立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没有以人的形象来塑造佛陀，因为小乘佛教的信徒认为
表现佛陀的形象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他所传的道；公元２世纪，中亚民族大月氏人建立
了横跨中亚和西北印度的贵霜帝国，第三代王迦腻色迦信奉佛教，在其领土内建造了大量

寺院和佛塔，并且开始雕造佛像。该变化可以说明

Ａ．区域交流促进文明发展 Ｂ．综合国力推动文明更新
Ｃ．人文精神丰富文明内涵 Ｄ．外来侵略冲击佛教文明

３．中古中后期，西欧的王权逐渐强化，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主要封建国家形成。这
主要是由于

Ａ．天主教会控制西欧人精神生活 Ｂ．封建庄园的形成
Ｃ．封建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产生 Ｄ．城市取得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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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述：“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
陆各地区，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都处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中，结果美洲印第安人远远落

后于欧亚人。到公元１５００年时，美洲大陆才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２５００
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作者意在说明

Ａ．古代文明产生的多元性 Ｂ．美洲文明发展的独立性
Ｃ．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Ｄ．欧亚文明发展的先进性

５．据统计，从１４００年到１８００年，全球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其中中国增加了２．６亿，欧洲增加
了０．９４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增加了０．３２亿，拉丁美洲的人口则下降了０．１７亿，出现这
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Ａ．工业革命推动全球人口增长 Ｂ．传染病的肆虐导致拉美人口急剧下降
Ｃ．三角贸易掠夺了非洲劳动力 Ｄ．新航路开辟改变了世界人文地理格局

６．１４～１８世纪的欧洲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众多广泛传播的作品，其中最为典型的有达·芬奇
《蒙娜丽莎》、马丁·路德《关于赎罪券的功效》、卢梭《社会契约论》，这些作品的传播

Ａ．打击了神权统治 Ｂ．促进了社会转型
Ｃ．加强了专制王权 Ｄ．引发了科学革命

７．近代自然科学发轫于１６世纪，尤其是１７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
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几乎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学的斗

争同步进行，资产阶级既需要自然科学作为发展生产的理论基础，又需要它作为反宗教思

想体系的思想武器。材料表明近代自然科学

Ａ．着力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Ｂ．彻底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
Ｃ．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Ｄ．有力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８．１６８８年以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国家政权颁布并执行了成百上千的法令以促进圈地运
动的发展。据统计，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６０年间，议会通过的法令有２００多项，圈地３０多万英亩；
１７６０至１８００年，议会通过了约２０００个法令，圈地３００多万英亩。在圈地法令与日俱增的
同时，圈地的手续也越来越简便。这说明当时英国

Ａ．农业的经营日益商品化 Ｂ．城乡经济差距不断拉大
Ｃ．构建了完整的法制体系 Ｄ．政治变革助力经济发展

９．从１５００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类交通工具经历了“马车与帆船———蒸汽机车与汽船———
螺旋桨飞机———喷气式客机”的发展历程，随之带来了人们对空间和距离感知的变化。据

此可以认识到

Ａ．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全貌 Ｂ．科技发展消除了国家界限
Ｃ．人类命运关联度不断提高 Ｄ．世界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

１０．１８世纪后期英国出现新消费主义倾向，各阶层开始购买他们以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
比以前更大范围的商品，本来只买“体面商品”的人开始购买“奢侈品”，本来只买“必需

品”的人开始购买“体面商品”。新消费主义的出现体现了

Ａ．科技进步提高审美水平 Ｂ．政治变革提振消费信心
Ｃ．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升级 Ｄ．人文主义滋生奢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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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材料中“人类历史

的发展规律”是

Ａ．辩证唯物主义 Ｂ．历史唯物史观
Ｃ．阶级斗争学说 Ｄ．剩余价值理论

１２．下表是为１９世纪中期到２０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量与占有殖民地情况
统计表，据此可知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法美德力量对比排名

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

１８６０年世界工业生产量 １ ２ ３ ４

１９１０年世界工业生产量 ３ ４ １ ２

１９１０年殖民地面积位次 １ ２ ４ ５

Ａ．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Ｂ．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
Ｃ．产业革命提高了发达国家工业产能 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走向衰落

１３．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古老的亚洲开始觉醒，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伊朗的立宪革命和中国
的辛亥革命是其中的代表。一战后，亚洲出现了“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等地区性的革

命联盟组织，约定“一国爆发革命，其他会员国应竭尽全力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与此

同时，北非摩洛哥里夫起义的领导人也呼吁“让我们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决胜

的打击”。这说明

Ａ．世界性革命洪流已经形成 Ｂ．民族运动斗争水平提高
Ｃ．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 Ｄ．亚洲引领世界反殖浪潮

１４．有西方史学家认为，西方代议制造成了使人们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状况，公共事务变成了党
派及其追随者分赃与妥协的对象，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业，倒成了一个可疑的阶层所从

事的勾当。他意在说明

Ａ．直接民主优越于间接民主 Ｂ．西方民主不利于人民参政
Ｃ．反智主义在西方社会盛行 Ｄ．民主掩盖的政党分肥弊端

１５．下表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该现象揭示出当时苏联
１９６６—１９８５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

年份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人均实际收入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７．８ ８．５ ３．９ ５．９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 ５．７ ７．４ ２．５ ４．４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４．８ ４．４ １．７ ３．４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３．６ ３．５ １．０ ２．１

Ａ．既有体制影响经济发展 Ｂ．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下滑
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 Ｄ．改革尚未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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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２０２３至２０２４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不均衡的发展进程正在加
剧全球性的不平等，这不仅导致最贫困群体在发展中掉队，也加剧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极化。

据此可知，当今世界

Ａ．经济力量悬殊引发政治动荡 Ｂ．贫困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阻碍
Ｃ．主要国际治理组织形同虚设 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４个小题，第１７题１２分，第１８题１４分，第１９题１４分，第２０题１２分，共５２分。

１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１２分）
材料一

最初的文明分别出现于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

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欧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琴海地区。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图３　古代文明示意图

材料二

秦汉以后古代所称的东、西洋航线，大抵都以广州为始发港，东去可以到吕宋（今菲律

宾），西去可以到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以至东非等国。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

图４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材料三

葡萄牙人入居中国澳门后，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主要中转站的海上贸易网络，贸易路线跨

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另外，西班牙经营的横跨太平洋的贸易，主要在其两大殖民地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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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和墨西哥之间进行。坚固、快速和装备精良的西班牙武装商船“马尼拉大帆船”，运载大

量中国生产的生丝、丝绸、棉布和瓷器等产品到墨西哥交换白银，再将这些白银运回马尼拉。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图５　１６世纪重要商路示意图

（１）根据材料一，写出示意图中②对应的古代文明的名称，并概括①②③④对应的古代文
明的共同点。（６分）

（２）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１６世纪之后海上贸易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对中
国产生的影响。（６分）
１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１４分）

材料一

“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涵盖性超越了“工业革命”“工业化”等概念的范围，涉及包括政治、

思想、文化以及人本身的现代化等在内的许多领域。根据这一理论，有学者认为西方的现代化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下表选自其中前三个阶段）。

时　间 阶段名称 特　征

１５—１６世纪 准备阶段
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农业文明逐渐瓦解，国际地

位不断提升，产生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

１７—１９世纪初 启动阶段
第一步是在思想、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１８—１９世纪
初西欧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

１９—２０世纪 成熟与全球扩张

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现代的”生产与生活

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殖民主义”承担了马克思

所说的“双重的使命”。

———据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整理

材料二

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一方面是不近人情

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困。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

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摘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材料三

工业化的目的是什么，现代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的不是造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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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什么意义？

———摘自钱乘旦《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

（１）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英国为例，列举其现代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并进行说
明。（每个阶段列举一例史实进行说明即可）。（９分）

（２）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谈谈你的理解。（５分）
１９．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１４分）

材料一

１９世纪末，工业世界的一小撮“新帝国主义”强国征服了整个非工业世界。全球国际经济
体系和全球国际政治体系相互交织，形成有史以来第一个“完全的全球国际体系”。这是一个

由英国主导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国际体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

材料二

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在科技大革命的影响下，人类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如此多的重
大变革，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遭受如此骇人听闻的浩劫。“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大萧条

造成普遍的政治动荡和革命危机，三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

主义———进行激烈的竞争。自由主义在大萧条后经历了嬗变，社会主义及民族民主力量不断

壮大，全球力量重心从西欧向美国转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

材料三

党中央近年来针对２１世纪的新特点、新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
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多次提出要确立新的全球观，加强全球治理，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对人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走向无疑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摘编自李景治、林盨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概括材料一中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材料二阐释该体系面临的挑战。（１０分）
（２）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具体实践。（４分）
２０．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１２分）

材料

　　从时间轴中选择两个史实，并额外增加一个史实，拟定一个论题，运用世界近代史知识予
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三个史实，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１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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