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历史试题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7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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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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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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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5 分。

【17题答案】

【答案】17. ①. 元朝 ②. 诸色户计

18. 职业；民族；信仰。

19. 限制了职业流动，加强了社会控制；以职业定户籍的做法对明朝影响深远。

【18题答案】

【答案】信息；南宋书法受理学影响，信奉‘心正则笔正。晚明，徐渭、董其昌等人的书法表现出个性解放

意识。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

论题：汉字与书法的发展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阐述：南宋时期，程朱理学逐渐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理学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故南宋时期书法信奉“心正则

笔正”，而南宋书法反过来又传达了引人向上的高尚的审美趣味，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晚明时期，君主

专制空前强化，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徐渭、董其昌等人的书法表现出了个性解放意识，尤

其是董其昌把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很好地结合起来。晚明书法发扬了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精髓，这

也使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开始走向真性情化；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入侵和救亡图存的需要，传

统书法日渐衰落，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后多次举办全国性书法展览，并通过学术、教育、国

际交流等渠道，推动书法发展与普及，中国书法家协会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总之，中国汉字、书法表现出的美韵、气度、风格、精神

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也丰富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9题答案】

【答案】（1）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利益的驱动；人文主义的影响。

（2）从国家竞争到国际合作；从掠夺到协议开发；从探索发现到科学考察和资源利用。

（3）和平共享；规则导向。

【20题答案】

【答案】（1）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20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

战的经验和教训；有识之士的倡导；大量农村实地调查和研究活动的开展。

（2）阐释：中国农村派通过对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真实情况，并与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缜密分析，对我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中国是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农村派”的农村调查研究，反映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农

村经济的具体分析，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政策，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