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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练习 

           高三历史答案及评分参考          2024.5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15 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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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16.（10 分）“隋鉴” 

(1)比较：秦朝和隋朝都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 

都因暴政导致农民起义而结束了短暂的统治。 

认识：言之成理即可给分。 

秦隋实现国家统一及制度有开创性。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如具体

写出兴建大工程、制度创新等史实并作出合理的评价，也适当给分） 

（2）继承：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和租调制。（如答出更细的史实，且叙

述正确，也可适当给分） 

变革：吸取隋亡教训，以民为本，重视用人，虛怀纳谏。（如写出：轻徭薄赋，不滥用民力，

或庸的实施及意义；科举制度发展；减轻刑罚等。史实正确且叙述完整也可给分） 

17.（13 分）批驳与辨析 

(1)[答案示例]： 

谎言 1：日本谎称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导致九一八事变发生。材料二中①②可以看出，九

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留下的史料说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早有预谋的，炸毁铁路是日

军所为。 

谎言 2：日本谎称不扩大事态、不侵占中国领土。材料二中③④说明日本政府承认日军的侵

略行为并提供经费支持，在短短几天里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 

日本政府的声明是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进行狡辩。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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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日本经济，日本法西斯分子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独占的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进而征服

中国，最终征服世界。（本问 6 分封顶） 

（2）史料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文献，有一定的真实性；史料撰述者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侵

略中国。 

事实：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抗战。敌后战场是

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消积抗战）。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军纪严明。日军的侵略暴行。 

18.（11 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答案示例]西方殖民侵略给亚非拉人民带来灾难，亚非拉人民长期进行反侵略的民族独立

运动。二战后，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广大殖民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先后成为主权

独立的民族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世界殖民体系崩溃。联合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万隆

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兴起）。 

实现国家独立后，各国注重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争取国家富强。拉美逐渐摆脱美英

控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主要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亚洲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如韩国、

新加坡等）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需要促进社会转型，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增加人民收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些国家等融合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解决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等任务，要

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有利于世界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全球化的发展；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道路，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是实现现代

化的保障；克服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才能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可给分） 

19.（12 分）大运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1）北宋建都开封，是利用大运河得到南方的物资供应。南宋都城设置于临安，也位于运

河沿线和江南经济繁荣地区。 

元明清时期都城在北京，通过大运河得到南方的物资供应。 

（如答江南经济发展，通过大运河为统治中心提供物资；答出元朝大运河取直。） 

（2） 晚清和民国时期，长期战乱、国家贫弱，大运河因黄河泛滥而淤塞，当时国家无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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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运河漕运废止。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了恢复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

家重视发挥大运河的作用，治理运河，恢复了运河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大运河在物资运输和南水北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运河成为造福于人民的幸

福河。 

新时代，国家重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意义，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 

20.（9 分）从奎宁到青蒿素 

疟疾长期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一度使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侵略扩张被迫延缓。 

17—18 世纪，欧洲人使用美洲的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  

19 世纪，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提炼出奎宁，为治疗疟疾起了重要作用。 

殖民者在热带地区种植金鸡纳树，并用树皮为原料生产治疗疟疾用的奎宁。 

20 世纪中期，由于病原虫出现抗药性，奎宁的治疗效果下降。20 世纪 60 年代起，屠呦呦团

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通过科学方法，制成了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青蒿素的治

疗效果优于奎宁，为世界抗击疟疾作出了突出贡献。 

评价言之成理即可。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创新和医疗技术进步解决人类面临的

共同问题；科技成果服务于人类健康；全球联系加强和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