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历史

一、单项选择题：共 16 题，每题 3分，共 48 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有学者认为，《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是供学习为吏者使用的识字课本。其末尾附录的

两条魏律（颁布于公元前 252 年）规定：商贾和经营客店者“勿令为户”，不分给他们田地、

房屋；派其从军，杀牛犒赏全军时，不给他们肉吃。由此可见

A.魏律成为秦吏准绳 B.强制耕战成效显著

C.秦国实行以吏为师 D.抑商思想影响渐广

2.《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

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散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在这里，司马

迁采用的史学方法是

A.档案文献与现场考察结合 B.口述资料与实地探访互证

C.出土简牍与历史文献参校 D.民间传说与墓志铭文比对

3.唐代李逢吉作科举主考官时，一次性录取的几十位进士，均为出身贫寒的士子。他的政敌

李德裕亦“颇为寒素开路”，以致被贬谪时，“八百孤寒齐下泪”。由可知唐代科举

A.加强了君主集权 B.促进了阶级流动

C.消除了门第观念 D.激化了政治矛盾

4.明代中叶，很多文学家大力推崇抒情写景的盛唐诗风，认为诗当“畅达情丝、感发志气”，

概评“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力不为”，使人不复知诗，这说明当时

A.文人创作重心转向诗歌 B.程朱正统地位受到质疑

C.不同诗歌风格相互交融 D.诗歌力图突破理学束缚

5.乾隆年间，淮扬文风达到鼎盛，“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商人与文人交相

唱和，天下文人稍能言诗，辄思游食扬州，以至有“扬州遍地是诗人”之说。这种情况表明

A.商业发展影响社会风气 B.八股取士扩大诗人群体

C.重学风气提升文人素养 D.财富增加助长奢侈之风

6.表 1 中的评论反应出当时

1875 年《申报》 文人当“效思于农工商贾之事”

1875 年《申报》 “西人之为商为工农者，固无不兼习文字也。”

1881 年《万国公报》
农夫“用其力于植树之法、机器之耕，则利益广

矣”。

A.社会分工日益精细 B.农商皆本成为共识

C.工商致富备受推崇 D.职业观念发生变化



7.清末某报发表的《论体育》一文提出：“体育者，智育、德育之基础也。今之国势者，定

一国之盛衰，不定于版图之大小与人口之多寡，而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这表明，当时国

人

A.已认识到落后根源 B.重体轻文蔚然成风

C.救亡自强愿望迫切 D.呼吁实施分科教育

8.1907 年，察哈尔都统认为，当地虽物产丰富，商贾荟萃，“惜民气未开，不知振兴实业，

亟应设法提倡，以挽利权”，特派专员至江西景德镇调查瓷器制造情况，“以资备鉴”。该

都统意在

A.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B.以机器工业取代传统工业

C.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D.利用本地实业救国的氛围

9.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院演讲。据亲历者回忆：“一位穿着竹布

长衫的青年登上讲台，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他从孙中山逝世谈起，讲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反对当时反动、卖国的北洋政府，号召青年奋起救国。”此类演讲有利于

A.国民革命的发展 B.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C.土地革命的开展 D.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0.东北机器制造厂尉风英曾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称号。她回忆：“在五六十年代，

大搞技术革新时，我们简直入了迷、着了魔。从 1953 年到 1965 年这 12 年的时间里，我共

实现技术革新 177 项。”他们的技术革新

A.是为了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B.体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

C.提高了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 D.有利于东北经济的均衡发展

11.图 1《通不过去》（图中有“和平之路”“战争之路”“五项基本原则”及排队情形）意

在说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利于

A.提升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 B.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

C.阻止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 D.遏制帝国主义的战争图谋

12.某记者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农村的确‘活’了，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各种副业欣欣

向荣。看来，包产到户、包产到劳等责任制，确已行之有效，是搞活经济的不二法门，城市



里的企业管理，也在开始推行这种精神了。”这表明当时

A.城乡改革互相促进 B.全面整顿初见成效

C.逐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D.倡导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13.18 世纪，英国学者约翰逊编写《诗人列传》，旨在探求诗的正确原则，正如他编撰其他一

切著作旨在探求举世皆通、古今变化的道德原则一样。这反应出，在当时英国

A.道德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 B.牛顿力学体系影广泛

C.文学创作已转向现实主义 D.生物进化思想深入人心

14.某名士国画造谐甚深，但对西方某画派不感兴趣，他在品鉴一位留法画家带回的该派画

作后，题诗一首：“远看一朵花，近看似乌鸦。原来是风景，嗳呀我的妈。”据此推断，与

该画派风格相同的作品是

A.《拾穗者》 B.《日出·印象》

C.《格尔尼卡》 D.《自由引导人民》

15.图 2 是美国时评漫画家乌多·开普勒于 1901 年创作的漫画《下一个！》（图中有“美孚石

油”字样）。该画作旨在揭示美国

A.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B.能源需求不断扩大

C.垄断资本支配力强大 D.权力制衡机制遭到破坏

16.2003 年 1 月，欧洲议会就是否支持英国对伊拉克动武进行辩论、投票，法、德两国要求

一切可能和平解决危机，其主张获 281 票支持，209 票反对。会后，英、意、葡等欧盟 5个

和东欧 3个入盟候选国领导人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战争。由此可知

A.欧美联盟关系裂痕凸显 B.英国脱欧倾向初露端倪

C.美国极力操控欧洲议会 D.法德两国主宰欧盟事务

二、非选择题：共 3题，共 52 分，包括必做题和选做题两部分。其中第 17 题、第 18 题为

必做题，每个试题都必须做答。第 19 题为选做题，包括四小题，请选做其中的两小题；若

多做，则按作答的前两小题评分。

17.（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00 年苏州叶圣陶 6 岁，入私塾，习《四书》《五经》，熟知《大学》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诸条目。私塾先生根据《诗经·小雅》上的“秉国之均（钧）”给他起了个号，叫“秉

承”，即掌握治理国家枢纽的意思。据叶圣陶回忆：“我上小学的时候，列强瓜分中国的局

势已经摆开。章伯寅先生教育我们说，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大地、名人伟



业。每逢礼拜天，我总与同学在一起，或聚于园林，或聚于茶馆，谈苏州的人物地理，谈‘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把顾亭林奉为楷模。”

——摘编自商金林编《叶杀陶年谱》

材料二

小学里每天有时事报告，国内外发生的新事情随时汇集到小心灵里。他们除了劝课和游戏之

外，还关心中国前途的命运，辛亥以前的中学生大多数没有看报的习惯，现在可不同了。他

们要忙里抽暇，看一看新近的报纸杂志，世界转变成什么样了，每一转变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儿童、少年与二十多年前的版然，大不相同了，识见的范围变得非常宽广﹔自己

意识到是个中国人；知道中国人与世界各地的人有关联；相信中国人有与世界各地的人并存

于世界的权力，这个权力绝对不容侵犯。总之，这种解语汇合成中国拾起失来的基本力。

——摘编自叶圣陶《时势教育着我们》（1936 年）

（1）据材料一指出影响少年叶圣陶成长的教育教材，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7分）

（2）据材料，概括 20 世纪 30 年代青少年所具有的现代思想意识、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

其形成的时代背景。（9分）

18.（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表 2 1780 年至 1851 年英国出口增长

年份 总出口（百万英镑） 名义 GDP（百万英镑仅计英格兰） 工业品在工业产品中的比重（%）

1780 8.7 116.6 25

1801 28.4 230.9 40



1831 38.9 372.4 49

1851 67.3 505.5 69

——以上材料摘自（英）乔尔·默克儿《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

综合以上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

表述清晰。）

19.【选做题】本题包括 A、B、C、D四小题，请选定其中两小题，并在相应的答题区域内

作答。若多做，则按作答的前两小题评分。

A.（12 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

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

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

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

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

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

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说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7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上认识产生的原因。（5分）

B.（12 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租让制是列宁首先制定并亲自领导苏维埃俄国加以实践的对外经济制度。1920年 11月之后，

列宁在其报告和文章中阐述了租让制的理论与原则。他认为，不实行租让，苏俄就不能实现

经济发展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只要苏俄掌握着所有国营企业，那么租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承租人对企业只有经营

权或使用权。承租人将按照合同规定，得到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运出国外。政府对

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承租人要给予优惠和补偿，保证不会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保证承租

人投入企业的财产安全。



——摘编自杨运中《列宁租让制思想研究》

（1）据材料概括列宁所制定的租让制的特点。（7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列宁制定租让制的目的。（5分）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D 2. B 3. B 4. D 5. A 6. D 7.C 8.C 9. A 10. B 11. D 12. C 13. B 14. C
15. C 16. A
二、非选择题

17. 1）教育教材：私塾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大学》《诗经小雅》。作用：使叶圣

陶具备了儒家思想的传统美德；培养了爱国救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2）意识：学识范围广；国民意识强；与世界联系加深；民族独立意识不容侵犯。背景：

近代教育的发展；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深；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

18. 示例：工业革命加强了世界联系。

18世纪 60年代，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中，大机器生产开始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力突飞猛

进的发展，在生产领域中、社会领域中都引起根本性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深入发

展，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英国的技术革新，推动了英国生

产力的发展，在 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不断向外输送工业品，工业革命大大密

切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率先完成了工

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

19. （1）明治维新之前，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变法。明治维

新后，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日本思想界的关注度得到了很大提升，肯定和认可王安石变法；甚

至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对王安石的政策主张进行了新的诠释，以王安石的主张

和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来凸显王安石思想和新法的先进性。

（2）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民族思潮急剧膨胀；日本先进分子希望通过

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西学思想传统，主张学习西方；借助王安石及其变法为明治维新后

脱亚入欧找到依据，减少顽固势力的阻碍；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

20. （1）苏俄政府制定和重视；租让制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租让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

质；政府一定程度上对租让制实施政策优惠和保护；租让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2）租让制有利于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

物质、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经济发

展；有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