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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东城初三二模 

历    史 

2021.6 

学校_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教育 ID 号____________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2 页，24 道小题，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为 7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班级、姓名和教育 ID 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将本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意) 

1.考古成果表明，距今 1 万年左右，我国出现了最早的人工栽培的农作物。以下农作物属于我们的先人在世界上最

早种植的是 

①玉米 ②稻 ③粟 ④甘薯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商朝盛行占卜。商人占卜时，先将龟甲或兽骨刮削整治，然后在背面钻孔凿槽，用火灼烧，卜者根据正面出现裂

纹的密度、方向判断吉凶行止。占卜完毕，将经过概括地写成卜辞，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备查。以上情形有助于

我们了解 

A.青铜器  B.甲骨文 C.造纸术 D.印刷术 

3.对以下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②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A.①属于历史结论 B.①指出秦暴政的影响 

C.②属于历史史实 D.②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4.西汉时期的童蒙识字教材《急就篇》，在“姓氏名字”一章中列举的姓名均与忠孝观念和道德规范有关，如桓贤

良、董奉德、程忠信、樊爱君、崔孝让、祝恭敬、赖政仁、李国忠等，这些姓名反映出当时 

A.百家争鸣局面出现  B.王国林立威胁中央 

C.儒学居于主导地位  D.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5.与下图所包含的信息相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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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②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③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 ④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6.以下示意图中①处应填的是

A.开创科举制度 B.实行重文轻武 

C.废除丞相制度 D.取消行中书省 

7.下列材料共同反映了中国古代

A.水利工程的进步 B.生产工具的革新 

C.商业贸易的繁荣 D.农业生产的发展 

8.示意图能够勾勒出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下示意图中①处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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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B.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C.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D.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9.目睹了辛亥革命的瞿秋白曾用“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形容当时社会的变化，这反映出辛亥革命

①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②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③带来了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④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一次实践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0.以下内容是一位历史人物的部分经历，他是

时间 1916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0 年 

事件 积极投身新

文化运动 

接连发表文章讴歌俄国十月

革命，率先在中国介绍、宣

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对马克思主义做了

较为系统的介绍 

领导建立北京

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 

A.孙中山 B.宋教仁 C.陈独秀 D.李大钊 

11.农民运动讲习所曾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主办，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1924

年至 1926 年，举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 年又举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可见，农民运动讲习所是

A.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  B.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D.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序幕 C.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12.以下纪念馆，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事件的时序参观，顺序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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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②③④  B.②③①④  C.①③②④  D.①②④③ 

13.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肇始于 1953 年。以下属于“五”计划成就的是 

A.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   B.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C.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   D.首次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 

14.下图雕塑《十八个红手印》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78 年 12 月的一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私下立

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

(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并毅然按下 18 个红手印。这一故事发生后，中央适时推动了

A.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B.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D.“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 

15.17―18世纪，凭借强大实力，在世界各地夺取了大片殖民地，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欧洲国家是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荷兰   D.英国 

16.下表是一位同学制作的历史人物及其主要活动知识表格的部分内容，下列选项与①处历史人物相关的是

历史人物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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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 率领议会军打败国王军队，被议会尊为“护国主”。 

① 领导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 

拿破仑 多次打败反法联盟，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A.签署了《权利法案》 

B.参与制定 1787 年宪法 

C.通过了《人权宣言》 

D.颁布了《法国民法典》 

17.右图反映的是

A.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B.印度民族大起义 

C.日本明治维新 

D.美国内战 

18.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之一。观察下图，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原

A.两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B.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C.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D.冷战的发生 

19.阅读下表材料，可以比较出巴黎和会和雅尔塔会议的共同点是

巴黎和会 雅尔塔会议 

1919 年 1 月，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

会议，讨论对德和约及战后安排。协约国与战败

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还决定建立国际联盟。 

1945 年 2 月，为协调盟军行动，取得战争的最后

胜利，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战后成立联

合国。 

A.都在战争胜利后召开 B.都决定成立新国际组织 

D.都与战败国签订了和约 C.都只有三个大国参加 

20.以下是某班制作的“云展板”的主要内容，其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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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欧洲联盟成立，大大加快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促进了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1999 年，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发起成立二十国集团。 

A.解放与独立 B.科学与文化 

C.合作与发展 D.单极与多极 

二、材料分析题(共 4 小题，21 题 11 分，22 题 9 分，23 题 11 分，24 题 9 分，共 40 分) 

21.(11 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材料一 

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相对封闭孤立的地理区位，造成了外来同级别文明的冲击较少，即

使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由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而快速被吸收同化。同时中国长期相对于西方具有明显的

人口优势，文化存在的群体较大，具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明具有强大的兼容力，在和

外界民族文化的交往中，可以汲取其优秀部分为己所用，大大强化了我国文化的优势，促进我国文化发展居于

领先地位。 

——摘编自余春华《浅论中华文化传承的特征》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利条件。(2 分)结合所学，用唐朝相关史实说明①处的观点。(2 分) 

材料二 

历史事件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描述(摘编) 代表人物 

___A___ 在 1492-1522 年这 30 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

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统一的人类文明世

界。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广深的海

洋相连，其规模是以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 

迪亚士 

___B___ 

达·伽马 

麦哲伦 

启蒙运动 1563-1763 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西方

的思想家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

行独立的思考。1687 年，___C___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理学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科学的进步，形成了理性化思维方式，促进了思想解

放。 

伏尔泰 

孟德斯鸠 

卢梭 

(2)分别将材料二中 A、B 和 C 的信息补充完整。(3 分)结合所学，概括历史事件 A 的积极影响。(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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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2021 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阅读材料三，谈谈你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的认识。(2 分) 

22.(9 分)家书里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1975 年 12 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出土了两件木牍(右图)。经研究发

现，该木牍是战国晚期，参加伐楚的秦军士兵黑夫兄弟写给长兄衷的家书。在家书

里，黑夫兄弟问候和关切家人。还特地询问，因杀敌立功而晋升爵位的立功文书是

否收到，相关待遇是否落实。 

(1)依据材料一，写出这封家书佐证了商鞅变法的哪一项措施。(1 分)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措施的作用。(2 分) 

材料二  状元实业家张謇写给儿子张怡祖的信(节选) 

父寄怡儿： 

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

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2)结合所学，写出张謇“从事于实业、教育”的史实。(2 分)依据材料二，分析这封家书表达了张謇怎样的愿

望。(1 分)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 1952 年写给侄子的信(节选) 

良俊侄： 

我们考虑农民的出路包括中农贫雇农在内只有组织起来好，劳动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

是现在农民组织的生产组织形式。…..劳动互助组在农村应当是容易组织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各地原

存在有不固定的生产互助形式。如农村在插秧割谷、车水等时候的相互帮忙，甲先帮乙的忙，乙又帮

甲的忙，这就是劳动互助。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参加互助人数多约几个，大家商量共同用劳力和工

具来从事农耕，一定比单干好的多。 

(3)依据材料三，写出董必武认为当时“农民的出路”是什么?(2 分)结合所学，写出国家制定的相关农业政策。(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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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分)绘画记录时代的烙印。 

材料一 

绘画作品 作者 作品简介 

___A___ 是以《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

晚餐为题材创作的。画中人物的惊恐、愤怒、怀

疑、辩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等形态，都被刻

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 

米开朗琪罗 是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的巨幅天顶画，共

包含 9 幅宗教题材的壁画，画有 300 多个人物，展

现了人的壮美，是米开朗琪罗在绘画创作方面的杰

作。 

___B___ 该画是其诸多“圣母像”作品中的代表作，画中

人物和真人大小相仿，将圣母描绘成一个美丽、温

柔、充满母性的意大利平民妇女。 

(1)从以下作者中选取正确内容填入材料一相应的位置。(2 分。填序号)依据材料一，概括以上三幅文艺复兴时

期绘画作品的共同点。(2 分) 

①达·芬奇 ②但丁 ③拉斐尔 ④莎士比亚

材料二  油画从明朝时传入中国，其受众还仅仅局限在上层阶级与少数文人的范围内。自清末戊戌变法以

来，各地的学堂、报刊、学社与日俱增，其中不乏开设图画手工课程的师范类新式学堂。民国时期是中国油画

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油画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渐发展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在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倡

导下，美术教育开始由“图画”转向“美术”，大量的美术专科学校得以成立，并开始吸收当时西方的美教经验，

系统地开设了光学、解剖学、素描基础等美术课程，对民国时期的油画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依据材料二，写出油画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特点。(2 分)结合所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2 分)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创作了一大批主题绘画，陈列在国家重要的博物馆与美术馆，许多作品

成为新中国的时代经典而载入史册。 

1949-1966 年间创作的主题绘画作品(部分) 

序号 主题绘画作品 序号 主题绘画作品 

① 《虎门销烟》 ⑦ 《三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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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金田起义》 ⑧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 

③ 《义和团激战》 ⑨ 《八路军深入敌后》 

④ 《武昌起义》 ⑩ 《百万雄师下江南》 

⑤ 《汀泗桥战役》 ⑪ 《土地改革》 

⑥ 《秋收起义》 ⑫ 《跨过鸭绿江》 

(3)依据材料三，概括这些绘画作品选取的主题的特点。(2 分)分析这些主题绘画作品发挥的作用。(1 分) 

24.(9 分)交通发展见证北京的变迁。 

材料一  元朝立国后定都北京，但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远离中国东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基地。元初的

漕运不是采用耗资费时的水陆联运方法，就是依靠具有风险的海运。于是，元代政府开凿了一条新的纵贯南北

的京杭大运河。元代的京杭大运河把隋朝以来连贯东西的河段，即经洛阳和开封这一大转弯给截弯取直了。由

此，节省了距离和时间，省却了大量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这都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1)依据材料一，写出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与前代的不同。(1 分)结合所学，分析元代开凿新的京杭大运河的

背景。(2 分) 

材料二  北京近代以来轨道交通发展大事记(部分) 

序号 大事 

① 1888 年，慈禧“恩准”李鸿章在中南海的紫光阁修建铁路。这条铁路建成后，李鸿章又从法

国进口了六节客车车厢和一台蒸汽机车请慈禧“御览”。 

② 1924 年 12 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运行。到 1929 年增至 6 条线路。第一批有轨

电车所需轨道、车辆及发电、变电、输电等器材，基本上依赖进口。 

③ 1905-1909 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④ 1969 年 10 月 1 日，北京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驶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这

条完全由中国独立自主修建的地铁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 

⑤ 2008 年 8 月 1 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环渤海地区

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铁路。 

⑥ 2019 年 12 月 30 日，京张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

施，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这也是中国第一条采用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智能化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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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材料二中选取两个事件，依据所选事件拟定一个主题并对主题进行说明。(4 分。要求：主题明确，表述完

整。可再次选取示例的事件，但示例的搭配组合除外。) 

示例： 

事件：①② 

主题：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 

说明：从晚清到民国，西方发明的铁路、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传入北京。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改变了

近代北京的交通面貌。 

材料三  习近平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再次向世界承诺：“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城市交通碳排放量呈现增速快的特点，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极具

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城市交通碳达峰、碳中

和策略的建议”。建议包括：促进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打造低碳生活模式；促进交通出行模式转变；加速机

动车能源结构零碳转型；智能交通助力交通运行效率提升等。 

(注：“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 2030 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

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

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3)结合材料三和自身实际，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一个行动建议。(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