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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乙卷）

历史

1.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

的时代背景是（   ）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 商业活动的衰退

2. 唐代中后期文人间流行诗歌唱和之风，“江南”成为唱和的重要主题。杭州、苏州、湖

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名常在唱和诗歌中出现。这种风尚（   ）

A. 得益于稳定的地方秩序 B. 缘于坊市制度的崩溃

C. 助推山水田园诗的兴起 D. 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

3. 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在各地任官

期间，都曾刊行自己或先人、名宦、师友、乡贤的著述，地方官学、民间书院等亦以刻书为

己任。这有助于（   ）

A. 士族阶层的出现 B.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C. 科举制度的兴起 D. 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

4. 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即“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

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这一措施意在（   ）

A. 强调农商皆本 B. 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C. 禁止人口流动 D.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5.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伦敦市场上中国茶叶价格的日常波动很难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茶叶出

口价格。随着中英间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出口价格随着伦敦市场的标价而变动，销

售数量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动而波动，这（   ）

A. 导致中国茶叶出口衰落 B. 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状况

C. 促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D. 削弱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

6. 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

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 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

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反映出（   ）

A． 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 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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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7. 图 1、图 2 分别为 1955~1956 年拍摄的动画片《神笔》《骄傲的将军》的剧照，两部影片

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诗画等元素，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这体现出新中国艺术创作（   ）

  

A. 探索民族化道路的取向 B. 以进入世界市场为主要目标

C. 摆脱外来艺术形式影响 D. 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8. 1981 年，北京京剧团实行改革，职工工资只发 70%，国家不再负担大部分福利；剧团演

出费用自行解决，演出盈余留存公积金 30%，上交剧院 10%，其余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

红。经过试验，职工收入明显增加。上述改革反映出（   ）

A. 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主体

B.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整体改制为企业

C. 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发职工积极性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9. 公元前 6 世纪中后期，庇西特拉图先后三次攫取雅典城邦的统治权。他依照法律处理公

共事务，关怀农民，支持平民反对贵族，时人称其统治时期为“盛世”。该“盛世”的出现，

得益于（   ）

A. 梭伦改革的制度基础 B. 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C. 五百人议事会的产生 D. 贵族特权被彻底铲除

10. 1661 年，英国民兵法案宣布：民兵、海陆军队以及所有军事要塞和驻地的唯一最高的统

辖权、指挥权和部署权，历来属于国王陛下，这是不容置疑的。议会两院或其中任何一院都

不能也不应要求这种权力。这说明当时英国（   ）

A. 国王处于“统而不治”地位 B. 国王力图巩固统治权力

C. 强化王权以对抗“无敌舰队” D. 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

11.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法西斯组织。他们采用恐怖手段破坏工人集会，

杀害共产党员、工会活动分子、黑人和犹太人。到 1938 年底，美国类似的组织至少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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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美国（   ）

A. 经济困境冲击社会秩序 B. 开始推行自由放任主义

C. 国家干预经济成效甚微 D. 扩军备战引发统治危机

12. 1960~1970 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额从 197.8 亿美元增加到 397.5 亿

美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额也从 218 亿美元增加到 413.6 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

发展中国家出口额比重从 21.4%下降至 17.6%。据此可知，该时期（   ）

A.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B. 规范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

C. 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削弱 D.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下降

1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依据波茨坦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

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

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

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日报〉社论》（1945 年 8 月 13 日）

材料二  1945 年 8 月 10 日，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挠，应有应战准

备；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对封锁地伪

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

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日本战败之际，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

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8 月 10 日，美国政府下达指令：利用日本军队作守备

队，阻止共产党前进，以待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送到华南并把美国海军调到中国海港，

15 日，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求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

都向蒋介石投降。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大力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华北、华东，美国军队在天津、

青岛等地登陆，10 月下旬起开始助蒋向东北运兵。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

上的主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在日本对华投降问题上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美国在日本对华投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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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做法。

1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认为要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赖“民德”的

培育。民德分为私德与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

将春秋以来的“民德”按优劣分为第一至第六共 6个等级，认为东汉儒学最盛，士人崇尚气

节，民德最优。其所作《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如下：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

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15. [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日本伊藤（博文）罢相来游中土……查伊藤既为日本

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

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 翰林院编修黄曾源奏陈：“建议之臣言联英、日以拒俄者，

十之八九，而言和俄以疑英、日者，盖百不得一矣……是伊藤之益于新政者，不可知；而其

为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为今之计，莫若就此和俄，以疑英、日之局而修补

之”。

 —— 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材料二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向严复询问变法对策。严对曰：“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

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 

 ——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陈时政、黄曾源、严复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三人的主张进行整体评价。

16. [历史—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1910 年，法国元帅福煦曾说：“飞机只是玩具，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飞机分配到的任务仅有目视侦察一项，之后开始尝试空中照相。由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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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需要，飞机逐步应用于空战，驾驶员用枪支互击，用手投掷炸弹。1915 年，德国出现配

置机枪的战斗机，交战国开始争夺制空权。1916 年，德国运用“空中马戏团”的方式组成

特殊的作战中队，并于 1917 年最先制成全金属军用飞机，使空军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1918

年，协约国和美国发起总反攻时，拥有飞机 8000 多架，而德国有 3300 余架，协约国牢牢

掌握了制空权。

——摘编自（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情况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飞机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影响。

17. [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 64 世孙。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过

曲阜，孔尚任进讲儒家经典受赏识，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他博

览群书，喜诗文，精通音律，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他经十余年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

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

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桃花扇》

在京师上演，使名臣故老皆掩映独坐，唏嘘而散，为统治者所不满，孔尚任旋被罢官。

——摘编自《中国戏曲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尚任《桃花扇》取得成功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尚任仕途浮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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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乙卷）

历史

1.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

的时代背景是（   ）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 商业活动的衰退

【答案】C

【详解】

根据材料分析，材料主要内容是小农生生产生活的景象，这一观点是孟子提出的，孟子生活

在战国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孟子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战国时期出现铁犁牛耕，农

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使小农生产取代了井田制下集体生产，C 正确；休养生息政策是

源于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观点，A 错误；这一时期井田制走向瓦解，B 错误；这一时期，

工商食官不断崩溃，私营工商业不断发展，商业活动较之前而言是发展的，D 错误。故选

C。

2. 唐代中后期文人间流行诗歌唱和之风，“江南”成为唱和的重要主题。杭州、苏州、湖

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名常在唱和诗歌中出现。这种风尚（   ）

A. 得益于稳定的地方秩序 B. 缘于坊市制度的崩溃

C. 助推山水田园诗的兴起 D. 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分析可知，材料主要内容是唐中后期文人流行诗歌唱和，江南是重要主题。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诗歌唱和主要体现的是文人之间作诗与别人相酬和，而诗人之间这种诗

歌唱和基本以江南为主题，主要是因为唐中后期，南方相对北方，社会秩序更加安定，A 正

确；唐朝时期坊市制度没有崩溃，B 错误；山水田园诗兴起于魏晋时期，C 错误；经济重心

的南移是因为安史之乱，D 错误。故选 A。

3. 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在各地任官

期间，都曾刊行自己或先人、名宦、师友、乡贤的著述，地方官学、民间书院等亦以刻书为

己任。这有助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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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士族阶层的出现 B.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C. 科举制度的兴起 D. 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

【答案】D

【详解】

据材料分析“南宋时书籍流行，文人刻书蔚然成风”及所学知识可知，书籍作为文化传承和传

播的重要载体，南宋时期书籍的流行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D 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

自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

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士族，所以，士族阶层并非在南宋时期出现，A 错误；

汉武帝时期，儒学正统地位确立，B 错误；隋朝时期确立科举制，唐朝进一步发展，C 错误。

故选 D。

4. 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即“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

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这一措施意在（   ）

A. 强调农商皆本 B. 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C. 禁止人口流动 D.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答案】B

【详解】据材料分析“明初，朱元璋要求百姓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及所学知识

可知，百姓对邻里的情况相互知晓，有利于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与相互监督，进而加强对民

间的控制，B 正确；明清时期，政府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且邻里之间“知晓丁数、职业”，不

能体现政府对农业和商业的态度，不能反映农商皆本，A 错误；明清时期，对人口流动进行

严格的限制，但并不禁止人口流动，C 项表述过于绝对，与史实不符，C 错误；邻里之间“知

晓丁数、职业”是为了加强对民间的控制，与经济均衡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且邻里之间的相

互了解不能促进经济“均衡”发展，D 错误。故选 B。

5.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伦敦市场上中国茶叶价格的日常波动很难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茶叶出

口价格。随着中英间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出口价格随着伦敦市场的标价而变动，销

售数量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动而波动，这（   ）

A. 导致中国茶叶出口衰落 B. 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状况

C. 促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D. 削弱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

【答案】D

【详解】据材料分析可知，由于中国产茶，中国出口的茶叶价格高低影响伦敦市场茶叶价格

高低，19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电讯联系的建立，中国茶叶的价格和销量深受国际市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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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特别是印度和日本茶叶进入市场，使中国茶叶面对的竞争对手增多，客观上削弱了中国

茶叶的国际市场地位，D 正确；材料强调的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价格和销售数量受到国际市场

的影响，表明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茶叶出口的数值在材料中无法得知，

A 错误；材料反映了中国茶叶出口的销量“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动而波动”，但没有涉及其他出

口商品的数量，也没有涉及中国进口商品的总数量，不能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状况是否改

变，且据所学知识可知，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状况并非改变，B 错误；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内

的有机整体，此时期不是促成世界经济一体化，C 错误。

故选 D。

6. 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

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 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

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反映出（   ）

A. 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 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C.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答案】C

【详解】据本题材料分析“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并结合五四运动相关史实可知，1919 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

舞台，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劳心者治于人”展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重视，源于工人阶级力量

的壮大，材料反映出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主张工人阶级用革命手段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C 正确；材料中没有明确叙述工人的待遇得到极大改善，A 错误；新文

化运动前期宣传“民主与科学”，与材料内容无关，B 错误；北伐战争时期，工农运动蓬勃

发展，与材料时间内容不符，D 错误。

故选 C。

7. 图 1、图 2 分别为 1955~1956 年拍摄的动画片《神笔》《骄傲的将军》的剧照，两部影片

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诗画等元素，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这体现出新中国艺术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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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探索民族化道路的取向 B. 以进入世界市场为主要目标

C. 摆脱外来艺术形式影响 D. 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答案】A

【详解】

“《神笔》、《骄傲的将军》”，“两部影片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诗画等元素。”并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神笔》取材自中国古老的民间故事——神笔马良。《骄傲的将军》则从成语“临

阵磨枪”发展而来，影片采用了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的许多元素，这部动画电影被认

为是“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神笔》和《骄傲的将军》被认为是中国动画民族化探索的

先驱作品，所以材料体现出新中国艺术创作探索民族化道路的取向，A 正确；1955~1956 年

新中国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民族化道路的取向，不是以进入世界市场为主要目标，B

错误；材料中没有外来艺术形式影响新中国艺术创作的相关论述，C 错误；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始于 1978 年，与材料时间不符，D 错误。

故选 A。

8. 1981 年，北京京剧团实行改革，职工工资只发 70%，国家不再负担大部分福利；剧团演

出费用自行解决，演出盈余留存公积金 30%，上交剧院 10%，其余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

红。经过试验，职工收入明显增加。上述改革反映出（   ）

A. 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主体

B.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整体改制为企业

C. 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发职工积极性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分析，北京京剧团实行改革，演出盈余的 60%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分红，

使得职工收入明显增加，这种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发职工积极性，C 正确；材料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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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发职工积极性，未体现非公有资本投资文化建设，A 错误；材

料仅涉及职工工资、福利以及经费改革，不能说明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整体改制为企业，B 错

误；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D 错

误。

故选 C。

9. 公元前 6 世纪中后期，庇西特拉图先后三次攫取雅典城邦的统治权。他依照法律处理公

共事务，关怀农民，支持平民反对贵族，时人称其统治时期为“盛世”。该“盛世”的出现，

得益于（   ）

A. 梭伦改革的制度基础 B. 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C. 五百人议事会的产生 D. 贵族特权被彻底铲除

【答案】A

【详解】

“公元前 6世纪中后期，庇西特拉图先后三次攫取雅典城邦的统治权。他依照法律处理公共

事务，关怀农民，支持平民反对贵族，时人称其统治时期为‘盛世’”并结合所学可知，公

元前 594年，梭伦担任雅典“执政兼仲裁”一职后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为雅

典民主政治奠定基础，在庇西特拉图主政时期，在政治、军事、外交、工业、文化等方面都

有所建树，延续了梭伦改革的路线，A正确；克里斯提尼执政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确立起来，

在公元前 6世纪末，排除 B项；克里斯提尼执政时期，确立了五百人议事会，C错误；“贵

族特权被彻底铲除”的表述太过绝对，只是打击了贵族特权，D错误。

故选 A。

10. 1661 年，英国民兵法案宣布：民兵、海陆军队以及所有军事要塞和驻地的唯一最高的统

辖权、指挥权和部署权，历来属于国王陛下，这是不容置疑的。议会两院或其中任何一院都

不能也不应要求这种权力。这说明当时英国（   ）

A. 国王处于“统而不治”地位 B. 国王力图巩固统治权力

C. 强化王权以对抗“无敌舰队” D. 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

【答案】B

【详解】

“1661 年，英国民兵法案宣布：民兵、海陆军队以及所有军事要塞和驻地的唯一最高的统辖

权、指挥权和部署权，历来属于国王陛下，这是不容置疑的。议会两院或其中任何一院都不

能也不应要求这种权力。”并结合所学可知，1661 年，查理二世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再度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0620001210

0010103

https://d.book118.com/606200012100010103
https://d.book118.com/60620001210001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