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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初三历史试卷

2021．1

本试卷共 7页，共 70分。考试时长 6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

将答题卡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1.右侧资料中①处应填写的是

A.《神曲》

B.《最后的晚餐》

C.《罗密欧与朱丽叶》

D.《哈姆雷特》

2. 历史解释是对史事的分析或评判。下列选项中属于历史解释的是

A. 17世纪初，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时期

B. 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

C. 1688年，英国发生政变，史称“光荣革命”

D.《权利法案》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3. 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是

A. 罗伯斯庇尔 B. 马克思 C. 克伦威尔 D. 托尔斯泰

4.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大工人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提高政治地位积极进行斗争，工人运动在欧洲蓬勃兴起。

一系列工人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段材料叙述了

A.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 B.《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C.《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作用 D. 巴黎公社的斗争精神

5. 下面知识结构图空白处应填入的历史事件是

《思想者》是雕塑家罗丹的著名作品。

其灵感来源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著

作①，意在象征着但丁对于地狱中

种种罪恶幽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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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美国独立战争 彼得一世改革

B. 美国独立战争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

C. 美国南北战争 彼得一世改革

D. 美国南北战争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

6. 某书籍的部分目录如下图。此书介绍的人物是

第五章 担任“贝格尔舰”的博物学者（1831年）

第六章 航海（1831—1836年）

……

第十章《物种起源》的基础（1837—1844年）

第十一章 《物种起源》的成长（1843—1856年）

A. 牛顿 B. 达尔文 C. 巴尔扎克 D. 贝多芬

7. 一位同学收集了如下资料。他研究的主题是

《玻利瓦尔传》 章西女王纪念邮票

A.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B.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C. 一战后的世界秩序 D.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8. 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两份文件的颁布

A. 调动了农民和黑人奴隶的积极性，扭转了战局

B. 成为南方发动战争的借口，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爆发

C. 加剧了南北矛盾，阻碍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D. 标志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避免了美国分裂

9.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

A. 英国“光荣革命” B. 法国大革命

C. 美国南北战争 D. 俄国十月革命

10. 1921年春，苏维埃政府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

A. 开启国家近代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

B. 实行余粮征集，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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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巩固了工农联盟

D. 高度集中国内资源，实现了苏联的工业化

11. 下列历史事件与其历史作用对应正确的是

历史事件 历史作用

A 萨拉热窝事件 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B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结束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的统治

C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保存了大量封建残余，农奴制进一步强化

D 罗斯福新政 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经济危机的问题

12. 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最重大的首要任务，是使人民有工作可做。……由政府本身直接募工，就可以

部分地完成这一任务。”与此相关的措施是

A. 整顿金融体系 B. 调整农业政策

C. 推行“以工代赈” D. 加强指导工业

13. 下表是《1929——193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结合所学，对此表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20世纪 2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发展

B. 1933年起美国经济复苏与罗斯福新政有关

C. 1933年起美国经济复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有关

D. 20世纪 3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14.下表反映了 1950-197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年增长率的情况。对此表解读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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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50-197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B.1950-197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不平衡

C.1950-1970年，美国经济迅速衰退

D.1950-1970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15.以下为美苏“冷战”对峙的基本过程。其中序号①-④的分别为

A. 杜鲁门主义出台、“铁幕”演说、北约成立、华约成立

B.“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出台、华约成立、北约成立

C. 杜鲁门主义出台、“铁幕”演说、华约成立、北约成立

D.“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出台、北约成立、华约成立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下列属于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是

A.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B.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C. 纳米比亚独立运动 D. 巴拿马收回运河区主权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是

A. 缓解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 B. 促进经济的发展

C. 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D. 缓和社会的矛盾

18.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等待，即使美国存在的问题日益恶化。与此同

时，中国却没有等待，实施经济改革。德国、印度也没有等待。这些国家没有原地踏步，也不想成为次要国家。”

这表明

A. 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丧失 B. 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

C.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D.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

19. 截至 2017年，中国累计派出军事人员 3.5万余人次，先后参加了 24项维和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

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依据

A. 《开罗宣言》 B. 《北大西洋公约》

C. 《联合国宪章》 D.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 波音飞机的零部件由七十多个国家，一万六千多个公司生产。其反映出当今世界发展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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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世界多极化 B．经济全球化

C．社会信息化 D．文化多样化

二、非选择题（共 40分）

21. 资本主义产生、确立和发展。（10分）

材料一

涉及领域 相关史事 历史作用

思想的进步 ①

冲破了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促进了人们

思想的解放，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

基础。

② 出现租地农场和手工工场
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逐渐资本主义化，促进了西

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海外的探索 开辟新航路 ③

（1）结合所学，填写材料一表格中的①②③处信息。（3分）

材料二 开始于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交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欧洲人携带新的疾病传入美洲，这

次的灾害造成了至少 50-90%的美洲原住民丧生，估计当时死亡 1500-1650万人左右，这让欧洲人寻求另一种途．．．．

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具备强大生产力的玉米、马铃薯和蕃茄被带回欧亚大陆之后，成为当时

重要的高产作物，进而导致人口激增，而欧洲人也把新型灌溉技术引进了南美洲。

——摘编自《全球史视野中的传染病研究》

（2）说出材料二中“另一种途径”是什么。（1分）结合所学，说出开辟这条“大交换”之路的历史人物的名字。

（1分）依据材料二，分析“大交换”带来的影响。（2分）

材料三 18世纪中期，法国政府四处征战，战争支出庞大，同时大量国库耗于王室的奢侈生活，国家财政入不

敷出。贵族及教士只需支付极少税金，平民则需支付近乎全部的税项。1788年春，还没有从 3年前的旱灾中恢

复过来法国再次发生旱灾，同年夏天又遭遇冰雹灾害，土地收成全无。之后的一年里，平民收入下降 25％，面

包价格上涨 88％。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兵支持美国，士兵把胜利带回了法国，也令法国人民萌生以革命争

取自由的思想。 ——摘编自《波旁王朝时代》

（3）依据材料三，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3分）

22.科学·挑战·发展（10分）

材料一 16世纪以前，罗马教皇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外科手术工作都由熟练的理发师承担，人体解剖学则被视为

禁忌。如果人体结构与权威学说不同,则宁可说人体生长的错误。（16世纪后）“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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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口号的深入人心，先进知识分子察觉到解剖知识尤其是关于肌肉及骨骼的知识的必要性。据说达·芬奇曾有

一个计划，就是要写 120篇解剖论文。

——摘编自《中华医史杂志》第 24卷第 3期

（1）依据材料一，说出 16世纪前后欧洲人对人体解剖学态度的变化。（2分）结合所学，列举达·芬奇的成就（除

解剖学成就）。（1分）

材料二 19世纪被称为“霍乱世纪”。霍乱发源于恒河下游地区，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将霍乱传入西欧。工业

城市吸引着大量人口涌入，伦敦人口从 1801年的 108.8万人激增至 1851年的 249.1万人。工人阶级居住的街区

建在排水不畅的土地上……卫生状况令人发指。（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西欧成为霍乱重灾区。从

事殖民和争霸的军队通过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速了霍乱传播。

——摘编自《19世纪的霍乱与全球一体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导致 19世纪被称为“霍乱世纪”的因素。（3分）

材料三 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机器工厂的“____①____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____②_____时

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即智

能化时代。对中国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挑战与机遇并存。2015年 5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

制造 2025》。通过自主创新力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是中

国工业能否真正“后来居上”的关键因素。新的工业革命技术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大力推进教育创新是当务之

急。“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合作对接，双方认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等很多新的领域，需要各国

一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新华网《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创新应该做什么？》

（3）结合所学，在材料三的横线处填入对应内容。（2分）依据材料三，概括中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对策。

（2分）

23.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10分）

材料一 “城市可能是能够为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并不昂贵的房子、食物和啤酒的唯一场所”，城市的发展为

大学的兴起提供物质保障。在中世纪的城市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常常自发结成团体以应对压迫、维护自身利

益，学者们效仿此种形式，聚于一处，纷纷成立学者社团。如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行会组成，巴黎大学由教师

行会组成。随着城市中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简单的读写知识已无法满足新兴市民阶层对教育的要求，他们渴

望学习世俗文化，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市民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促使大学应运而生。

——摘编自曲纵翔，赵丽文《从对抗到共生: 中世纪大学与城市关系变迁》

（1）依据材料一，分析中世纪大学出现的原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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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1890年由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语》上，明治政府通过学校教育，规定民众必须崇拜天皇，对天皇尽忠，做天皇

的“忠臣”，将教育改革的基调定在了“忠君爱国”上。“君国一体”已成大势。

——摘编自李姝蓓《“文明开化”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分析 1875年至 1910年日本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问题。（3分）

材料三 1890年德国实行教育改革，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令大力扶持矿业、建筑、冶金、纺织等中等专业学校。

设立了如化学、化工、农业技术和食品等方面的科研所，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人才。1910年，

德国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摘编自《大国崛起》

材料四 美国人第一次把专利权写入了宪法，用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护发明创造。19世纪 70年代国会通过《莫

雷尔法案》建立了大批面向工业发展的高等院校。……依靠重大科技发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摘编自《大国崛起》

（3）依据材料三、四，指出德国和美国在教育发展上的共同点。（2分）结合所学，说出德国和美国工业迅速

发展的时代背景。（1分）

（4）依据材料二、三、四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近代教育发展的认识。（2分）

24.世界战争冲突——国际秩序变化——谋求和平发展（10分）

材料一 【战争冲突】

①激战中的斯大林格勒 ②被轰炸的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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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遭到炮轰的凡尔登 ④争夺中的诺曼底海滩

（1）将材料一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1分）仿照示例，任选其中一个历史事

件（③除外）进行介绍。（3分）

示例：③反映的历史事件是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在此进行了约 10个月的激烈战斗。最终法军挫败了德军

的进攻，德意志帝国从此逐步走向失败。

材料二 【国际条约】

①《慕尼黑协定》：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行将该国的苏台德区

分割给德国。

②《雅尔塔协定》：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二至三个月之内，苏联协助同盟国参加对日战争。

③《凡尔赛条约》：重新确立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并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持这一秩序的顺利运行。

④《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宣言》的 26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资源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团结合作。

⑤《九国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国共同支配的局面。

⑥《北大西洋公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受到武装攻击，缔约国将作出集体反应。各缔约国决心维护共同的

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2）从材料二中选择能够反映出下表研究主题的条约，将条约的序号填入表格相应位置。（3分，多选、错选、

漏选均不得分）

主题 序号

条约的内容反映出大国霸权

条约的内容反映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

条约的签署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材料三 【共建未来】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

许多共同挑战。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人类今天所处的安全环境仍然

堪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

——摘编自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谈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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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共 3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D B A D B B A D C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C B B D C D B C B

二、非选择题（共 40分）

21.（10分）

（1）①文艺复兴。（1分）

②生产、经营方式（经济）的变化。（1分）

③在欧、美、非、亚四大洲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商业联系，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 世界的观念从此逐步确立起来。

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世界市场初步形成。（1分）

（2）贩卖黑人奴隶/三角贸易（1分）

哥伦布（1分）

疾病传入美洲，给美洲原住民带来灾难；加速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扩张；高产作物促进欧亚大陆农业发

展和人口增长；灌溉技术，促进南美洲农业发展。（2分。答出 2点即可）

（3）战争支出；奢侈生活；等级制度增加人民负担；自然灾害频繁；物价上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将革命思想

传入法国。（3分。答出 3点即可）

22.（10分）

（1）从视为禁忌（迷信权威）到积极探索（意识到解刨知识的必要性）（2分。变化前 1分，变化后 1分）

《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1分）

（2）工业化导致环境污染（泰晤士河等）

城市化导致（工业城市）伦敦城市人口密集

工人阶级被压迫导致居住环境恶劣

（全球化）殖民扩张导致霍乱从地方病变为全球病

交通工具现代化加速传播（3分。答出 3点即可）

（3）①蒸汽（1分） ②电力（1分）

加强科技创新，注重人才培养，教育创新，增强国际合作。（2分。答出 2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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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分）

（1）城市发展提供的物质保障；为维护自身利益，对商人、手工业者行业组织的效仿，成立学者社团；城市商

业发展的需要；市民阶层的需求。（2分。答出 2点即可）

（2）成就：男女接受教育的比例不断接近；教育普及率（入学率）增高；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并且义务教育时

间得到延长（4年变为 6年）。（2分。答出 2点即可）

问题：教育成为天皇培养“忠臣”的工具/保留大量封建残余思想；阻碍了民主理思想的发展。（1分）

（3）共同特点：通过立法发展教育；政府支持；建立大批中等、高等工业院校；重视科技发展。（2分。答出

2点即可）

时代背景：第二次工业革命（1分）

（4）发展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保证；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能够推动科技的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关系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等。（2分。言之有理即可得分，1点 1分）

24.（10分）

（1）排序：③②①④（1分）

图①反映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德两国投入大量兵力对此地区进行激烈争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转折点，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形势。

图②反映的历史事件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使美、英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达到最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开始走向联合。

图④反映的历史事件是诺曼底登陆。英美盟军与德军在此进行激烈争夺，诺曼底登陆使德国陷入苏军与盟军东

西夹击之中，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3分。事件名称 1分，事件描述 1分，地位作用 1分）

（2）①⑤；③⑥；②④（3分。多选、错选和漏选均不得分）

（3）增强国际合作，国际对话，良性竞争；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相互信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3分。言之有理即可，1点 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