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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历史试题

2023.6
本试卷共 8页，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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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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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商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着他的“子姓”分族巡行一方。所到之处，当地部族向其纳贡，获得赏赐，并

派人加入商王的队伍。这种巡行（ ）

A. 扩大了商朝的疆域范围 B. 形成了部族之间的血缘认同

C. 宣示了商王的统治权力 D. 加强了内服外服的商业联系

2. 东汉前期，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征引全国各地的政区地名资料，用以分析字形、考辨字义。其

中提及次数较多的郡、国如图所示。这反映了该时期（ ）

A. 行政制度的重大调整 B. 豪强势力的地方割据

C. 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D. 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

3. 吐鲁番出土的一批质库帐历，记录了唐代长安普通居民的质典活动：他们为了借钱，抵押旧衣衫、铜镜



等日常物品，并在赎回时支付本息。这批帐历可用来说明当时长安（ ）

A. 对外联系频繁 B. 商品经济活跃

C. 汇兑业务发达 D. 阶层分化严重

4. 下表为研究者整理的元代部分家庭组建的情况，这体现出元代（ ）

丈夫 妻子

蒙古人秃忽赤 汉人刘氏

汉人王庆端
蒙古人也速真

氏

畏兀儿人廉希

宪
女真人完颜氏

回回人哈只哈

心
汉人荀氏

汉人傅昱 契丹人耶律氏

A. 不同民族的杂居 B. 华夏文化的扩散

C. 民族隔阂的消解 D. 民族习俗的趋同

5. 清前期，苏州女性流行以鲜花为头饰，当地又有“莺语东风二月过，山中花少市中多。桑畦尽作栽花地，

那得缫丝有绮罗”之语。这反映了该地区（ ）

A. 消费观念的奢靡化 B. 产品加工的专业化

C. 土地利用的精细化 D. 农业生产的市场化

6. 19世纪 90年代，中国各地的新设民族企业，常到上海、广州、厦门以较高的工资觅雇工人。这一现象可

用于说明当时（ ）

A. 产业工人的待遇丰厚 B. 资产阶级的救国实践

C. 通商口岸的产业优势 D. 晚清政府的政策支持

7. 下图是 1990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以该邮票为实物史料，可以提取的历史信息是（ ）



A. 赤色邮花的出现时间 B. 中国人民邮政的创立时间

C.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起始时间 D. 闽西交通总局的成立时间

8.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艺界大量采用街头剧、朗诵诗、相声、快板、秧歌、标语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动

员。据此可知，这种宣传和动员（ ）

A. 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 B. 以激发民族精神为导向

C. 以传统文艺形式为载体 D. 以占领舆论高地为目标

9. 下表列出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 1955年 11月参加的部分活动。这可用于说明当时（ ）

26日
上午 参观苏联展览馆的计算器，后到科学院开会

下午 主持外国科学家学术报告会

27日

晚上 参加外事活动

下午 报社来人约稿

晚上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开会

A. 科教水平迅速提高 B. 国际学术交流密切

C. 科技人才受到重视 D. 科学精神得以弘扬

10. 下表为 1952年、1978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部分指标。农业的这种巨大变化主要反映了（ ）



类

别

年份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马力）

机械耕种面积

（万公顷）

机电灌溉面积（万

公顷）

化肥施用量

（万吨）

农业用电量

（亿度）

1952年 25 13.6 31.7 7.8 0.5

1978年 15975 4067 2489.5 884 253.1

A.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B.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C. 国家重农政策的贯彻 D. 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11.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兴起了一股读书热潮。随后，上海率先开展名为“振兴中华”的职工读书活动，并

设立“职工读书奖”；在中共中央的肯定与号召下，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活动在各地风靡一

时。这些做法旨在（ ）

A.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B. 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

C. 开创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 D. 抵制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

12. 史诗《吉尔伽美什》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主人公：身高十一尺有余，足长三尺，腿长七尺，髯发浓密。亚

述王宫遗址出土的巨大浮雕也呈现了这般形象（见图）。这种文本和实物的一致性可用来（ ）

A. 说明史诗的描写有据可依 B. 证实吉尔伽美什确有其人

C. 理解古代西亚的审美观念 D. 还原苏美尔人的体型样貌

13. 研究显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从未认为自己是“拜占庭人”，而以“罗马人”自称；他们自视为罗马

帝国皇帝，延续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拜占庭帝国（ ）

A. 继承罗马帝国的版图 B. 改变希腊正教的传统信仰

C. 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 D. 复制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

14. 1857年，美国总统给日本的外交信函以“日本皇帝陛下”开头，美国驻日领事却将信函递交给了德川幕

府。这表明当时的日本（ ）

A. 幕府权力日趋式微 B. 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C. 外交政策转向亲美 D. 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逐渐瓦解

15. 下图是一幅关于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漫画，发表于 1921年 12月。画中德国被描绘成水中求救者的形象。



该漫画反映当时（ ）

A. 德国面临着经济大危机 B. 英法德三国间经济合作

C. 德国对英法的外交策略 D. 英法对德人道主义援助

16. 20世纪 70年代，刚果（金）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在他的宣言中宣布了国家主义理论，并在更改国

名为扎伊尔的同时，蒙博托要求国民取非洲化姓名，很多城市也更改欧洲殖民者所取名称。这反映了（ ）

A. 刚果政府权力扩大 B.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C. 冷战意识影响非洲 D. 非洲殖民体系瓦解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17题 8分，18题 8分，19题 24分，20题 12分。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源于近代欧洲的“文明”，在 19世纪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辩护词，它们认为，文明可

以普遍化。1959年，有欧洲历史学家认为，文明是一个具有边界的区域，需要借鉴其他文明的成分，同时

抵制那些不利于自身的因素。

——据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历史学家文明观念形成的国际政治背景，并简要谈谈不同文明相处的正

确方式。

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校勘，是指校正、审定古籍记载的正误真伪。其基本做法是利用史料对古籍记载进行相互核对，

条列异同，形成校勘记。下表是今人围绕《建康实录》的校勘事例。

事例 《建康实录》 史料 校勘记

（1）爵位

徐孝嗣，年八

岁，袭爵枝江

县侯．．。

《南齐书》“（徐孝

嗣）八岁，袭爵枝江

县公．．”。

据《宋书》，《建康实录》

“县侯”记载无误；而

《南齐书》“县公”当



《宋书》“枝江侯．

相”。

为“县侯”之误。

（2）籍贯
刘延孙，彭城

吕梁．．人也。

《宋书》“刘延孙，

彭城吕．人”。

《南史》“刘氏之居

彭城者，分为三里”；

“延孙所居吕．县”。

（3）任职

地

南昌．．太守孱陵

侯蒙卒。

《三国志》“遂到南．

郡．，士仁、麋芳皆

降”；“以蒙为南郡．．

太守，封孱陵侯”。

《建康实录》“南昌”

当为“南郡”之误，因

《三国志》的相关记述

更加完整。

请仿照事例（1），撰写（2）的校勘记；并据以上三则事例，指出校勘古籍时所利用的文献史料应具备的特

点。

1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

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文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

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

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

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

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

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

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土地清查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以清查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各自历史进

程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所体现的国家治理理念。

20.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2023年 2月 22日，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管理思想史》《百年革命

家书》《新中国 70年》等历史图书获奖。该奖项的主要参评条件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重要作用”。图 5为《新中国 70年》一书

的部分章节目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任务

第二节 巩固新生政权与社会改革

第三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第五节 科教文卫体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六节 国防建设和外交成就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第三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第四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21世纪

第五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请依据该参评条件，就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内容，自选主题，撰写一书名和相应的完整目录。（要求：书名明

确，各章须有节，逻辑清晰，史实准确，不得照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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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题答案】

【答案】C

【2题答案】

【答案】D

【3题答案】

【答案】B

【4题答案】

【答案】A

【5题答案】

【答案】D

【6题答案】

【答案】C

【7题答案】

【答案】A

【8题答案】

【答案】B

【9题答案】

【答案】C

【10题答案】

【答案】D



【11题答案】

【答案】A

【12题答案】

【答案】C

【13题答案】

【答案】C

【14题答案】

【答案】B

【15题答案】

【答案】C

【16题答案】

【答案】B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17题 8分，18题 8分，19题 24分，20题 12分。

【17题答案】

【答案】背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冷战的发展；多极力量成长。

方式：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交流、互鉴代替隔阂、冲突。

【18题答案】

【答案】据《宋书》“吕人”，《建康实录》“吕梁”记载有误；据《南史》“吕梁”应为“吕县”。

特点：权威性史料文献；在中国历史上贡献较大、影响较为深远；正史类著作；记述更加完整的文献史料。

【19题答案】

【答案】19. 不同之处：清查目的不同：中国是为了赋税征收，英国是为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清查的主

导机构不同，中国是政府主导，英国是公爵主导；参与清查的人员构成和清查方式不同，中国是农户自查

加官府检核，英国是专员询问等级；清查对象不同，中国是农户，英国是土地、财收入等。

20. 影响：古代中国：巩固王朝统治；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中世纪英格兰：为英格兰王权加

强奠定基础；为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一发展构成了英国社会变革的前提。

21. 理念：以农为本；因地制宜；要在中央。

【20题答案】

【答案】书名：《1840年至 1919年中国的探索与抗争》

目录：

第一章 探索史



第一节 开眼看世界

第二节 洋务运动

第三节 维新变法运动

第四节 辛亥革命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抗争史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

第三节 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