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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贵州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历史试题 

本试卷共 7 页，20 题。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祝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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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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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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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有学者认为，距今 5000 多年前，我国一些地区已出现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下列考古发现能佐证这一

观点的是（   ） 

A. 洞穴遗址中出现打制石器 B. 居住遗址有明显用火痕迹 

C. 公共墓地存在多人合葬墓 D. 高级墓葬中出土雕花骨筒 

2.  战国时期，官员酬报大多是年俸，而地位较低的胥吏则主要由官府根据其职事功绩，按月发俸。到汉代，

以往主要针对胥吏的酬报方式得到普遍推广，百官皆考核功过，按月食俸。这一变化体现汉代（   ） 

A. 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B. 官僚体制逐步发展 

C. 胥吏待遇明显改善 D.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3. 下表为我国某时期北方部分政权主要官员的族属状况。这可用于说明（   ） 

人数 【族属】汉 【族属】匈奴 【族属】鲜卑 【族属】其他 

【政权】前赵 131 114 —— 18 

【政权】夏 26 31 4 5 

政权】后燕 151 —— 95 22 

 

A. 各政权之间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B. 十六国时期官员构成利于民族交融 

C. 内迁民族高度认同中原文化 D. 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员群体胡汉杂糅 

4. 唐代中后期，统治者面临“方镇之兵盛”“强臣悍将兵布天下”的现实问题。此后，历代统治者为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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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该问题，可能遵循的原则是（   ） 

A. 右武抑文，姑息藩镇 B. 山川形便，因俗而治 

C.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D. 画野分州，任土作贡 

5.  苏码又称“花数”“码子字”“苏州码”，是明清时期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广泛用于记账和标价 数字符

号，如下表所示。其使用（   ） 

大

写

数

字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苏

码 
         

 

A. 依托于官方的大力推广 B. 适应商业发展现实需要 

C. 有利于契约文书 保存 D. 推动汉字书写日趋规范 

6.  清咸丰初年，“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戊戌变法前后，

相当部分的朝廷官员则认为国家的自强之道、时局要事在于办学堂、设银行、筑铁路、开矿政、立报馆

等。这一变化反映当时（   ）。 

A  民族危机逐步加深 B. 自强求富主张得以实现 

C. 维新思想深入人心 D. 洋务企业退出历史舞台 

7.  五四运动前后，大量进步知识分子走进厂矿、码头开展劳工调查。1920 年《劳动界》刊发《劳动调查

表》，建议从工人“每天做工几时？养活几人？”“知道劳动运动的意思？有无组织？”等方面开展调

查。此后，大量关于劳工现状调查的文章陆续刊载。这说明（   ） 

A. 调查解决问题已成为社会共识 B. 劳工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C. 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初步实践 D. 民族企业劳资关系紧张 

8.  1946 年 8 月至 10 月，各解放区就有 30 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

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先、村干带头踊跃参军的感人景象。同时，民兵也有很大发展，各解放区

有 300 万至 400 万农民参加了民兵。这（   ） 

A. 得益于《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 B. 反映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失败 

C. 说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趋于平衡 D. 体现了解放区建设效果显著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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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图是 1964-1976 年间贵州省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占比情况。据此可知，该时期贵州（   ）    

 

 

A. 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B. 贯彻八字方针成效突出 

C. 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D. 落实国家战略布局调整 

10. 1999 年，国务院批准了 242 个科研机构的转制方案。2000 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率先从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领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为全国转制科研机构中第一个注册的企业法人单位。这反映出

（   ） 

A.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B. 企业成为科研工作主体 

C. 科研指导方针的调整 D. 国家下放行政审批权力 

11. 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塞琉占王国设有 25 个行省，由国土任命的总督治理，直接听命于国王。此

外，还设立了一定数册的希腊人自治市，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在政治上需服从中央，向中央纳税。

这反映塞琉古王国（   ） 

A. 中央与地方关系松弛 B. 地方经济发展相对平衡 

C. 政治制度的融合发展 D. 区域治理方式高度一致 

12. 6 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记载了拜占庭与波斯、汪达尔、哥特的战争。他在书中

模仿修昔底德“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等纪事，其文笔、修辞技巧乃至叙事中夹杂演说词的写法

都是“修昔底德式”的。这表明作者（   ） 

A. 创新历史编繁体裁 B. 注重史料整理分析 

C. 继承古典著史传统 D. 借鉴东方史学成果 

13. 16 世纪下半叶，欧洲人编辑了一些游记作品集。赖麦锡的《航海旅行纪》把非洲、红海到马鲁古群岛之

间广大地域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伊登和威尔斯合编的《东西印度群岛行纪》提供了前人曾采用或正在寻

找的到达亚洲和其他地区路线的记述。这反映（   ） 

A. 欧洲贸易格局的改变 B. 世界联系的不断加强 

C. 古代地理知识的普及 D. 理性主义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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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图是某学者统计的 1750-1900 年间某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据此判断，该国最有可能是（   ） 

 

A. 美国 B. 英国 C. 日本 D. 荷兰 

15. 20 世纪初，墨西哥艺术家萨图尼诺·埃兰提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绘画应该代表民族的感望和特征，让

墨西哥人重新理解自己，了解自身与欧洲的差异。这一理念与社会革新相互呼应，形成了新的艺术湖

流，该理念（   ） 

A. 摆脱了外来艺术形式的影响 

B. 体现了追求国家独立的迫切愿望 

C. 适应了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D. 促进了拉美国家不同文化的融合 

16. 20 世纪中叶，英国传统产业转型调整，不少工厂倒闭，这让如何处理旧厂房成为新问题。1963 年，英国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遗存调查，曾为工业革命提供能源保陪的凯普豪斯煤矿于 1988 年被改建为约克

郡采煤博物馆。七年后，这里成为英国国家采煤博物馆。由此可知，英国（   ） 

A. 综合博物馆建设成为趋势 B. 调整传统工业结构 

C. 技术革命推动产业的创新 D. 注重文化遗产保护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 阅读材料，按要求作答。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驿传系统进一步完备。秦代已有厩置、承传、副车、贪厨等有关驿

传的法律。汉代，驿传组织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边域的拓远而不断发展。此时大致以马递称“驿”，车

传送称“传”，步递称“邮”。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亭”。在治安条件不好及

临近边境之处，由“门亭卒、捕盗”代行“邮”的职能。政府还在交通干道上的县级以上行政单位设置“传

舍”，供官吏差旅休息，因“邮”的重要性，服务于“邮”的“邮人”在承担赋役方面享有一定优遇。但

“邮人”若存在“檀以邮行”“毁封”“失期”等失职行为，则会受到严厉惩处。 

——摘编自王于今《秦汉交通史稿》 

材料二  元代大一统格局直接催生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建立起密如蛛网并延伸至边疆各地的驿站体

系，承担官府物资日常转输的重要职能，明朝在西南各地恢复设立驿站，西部各族派使团朝贡，兼事大宗

贸易、沿途出售本地土特产。清代的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皇华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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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五条主干驿道。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联结青藏高原周边驿道，串联起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

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驿传系统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驿传系统对边疆地区的作用。 

18. 阅读材料，按要求作答。 

材料  19 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时间革新”。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时间测量方法和时间文化

五花八门，随着各地联系的加强和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这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早在 18 世纪，英国海上霸主地位逐渐确立，许多西方航海从业者将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经度确定

为本初子午线。19 世纪 60 年代后，新西兰、英国、美国等先后将格林尼治时间确定为标准时间。1884 年，

25 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达成协议，统一采用格林尼治时间为世界时或称“标准时”。然而，没有这一时

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世界时制度的出现。在电报传送电子脉冲信号技术发明后，校准时间的难题

最终得以解决。由此，世界时制度开始在全球确立。 

19 世纪中叶，人类社会的时间文化也发生重大变化。伴随钟表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钟表在西方社会逐渐普及。工业化进程与钟表的普及相互促进，它们共同推动生产生活走向规范化、

节奏化，使守时成为人们有条件遵守的美德。随着世界联系的加强、这种新的时间文化很快外溢。明治维

新时期，日本政府奖励优秀学生的奖品中就有怀表。在奥斯曼帝国，各大城市于 19 世纪最后 30 年建造了

一座座钟楼。至 19 世纪末，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这种精确到分秒的时间装置都已成为一种析的时间文化

的象征。 

——摘编自[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时间革新”的含义并简析其产生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时间革新”的历史影响。 

19. 阅读材料，按要求作答。 

材料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一直重视小学教育。边区刚建立时，由于遭到日伪严重破坏，大部分小

学处于瘫痪状态，为安定社会秩序，提高群众认识，发扬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1938 年，边区通过《文

化教育决议案》，确定边区文化教育计划。1940 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国民教育是培养革命干部、动员

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环节，要求各地将小学教育作为中心任务来抓。1941 年，边区颁布《小学校暂行办法》，

对小学教育的任务、学校设置、经费、教材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 

在极其观苦的环境中，边区领导人民群众想方设法开展小学教育。除了教室，树荫下、田野间都是教

学场地，开设课程主要有：国语、算术、常识、历史、歌咏、工艺、军事体育等，教材内容以抗日为主线，

如国语教材多涉及抗日英雄故事，常识教材中绘有学生拿着水果、毛巾等物品慰问伤兵的场景。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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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如开展大生产运动时，讲解防旱备荒、植树法等内容。边区依靠广大群众，通过开荒、运输、

打柴等方式缓解办学经费困难问题。1940 年，边区文教会议指出：“文具中的纸张、笔、墨水等，我们今

天都可以制造。”同时，边区教育期刊《教育阵地》开辟专栏，刊载“怎样教自然课”“小学教学法常识”

等教学研讨文章。经过持续努力，边区教育稳步发展 1940 年，边区小学增至 7697 所，小学生 46.9 万人。

到 1944 年，基本达到五六十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的水平。 

——摘编自申国昌《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晋察冀边区发展小学教育 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察冀边区发展小学教育的历史意义。 

20. 阅读材料，按要求作答。 

 

图 1                           图 2 

约 1575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制         约 1760 年中国烧制绘有欧洲 

中国式样的油/醋瓶              某家族徽章的八角形盾徽瓷盘 

根据材料，提取关联信息，结合中外交流与互动相关历史知识，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自拟题目，立

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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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贵州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历史试题答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D 2.B 3.B 4.C 5.B 6.A 7.C 8.D 9.D 10.A 

11.C 12.C 13.B 14.B 15.C 16.D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1）主要特点： 法律规范； 随国家发展而变化；分工明确； 职能多元； 管理严格。     

（2）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与边疆地区的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稳定；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

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边疆各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民族之间

的交流、融合；有利于内地文化向边疆传播，也使边疆文化得以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18.（1）含义：“时间革新”是指全球统一时间标准的出现和各地时间文化的趋同。条件：世界各地联系的加

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钟表的

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深入；推动了人类生活节奏

的加快；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19.（1）边区对教育的重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日伪的破坏导致教育瘫痪，需要重建教育体系；社会秩

序需要恢复，民族精神需要发扬，抗战力量需要加强。     

（2）教育成为培养干部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增强了抗战的组织力量；教育内容与抗战紧密相关，提高

了群众的抗战意识和民族精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力更生精神；群众参

与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增强了群众对教育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提高了教育普及率，为抗战和未来的发展培

养了大量人才。 

20.论题：16 至 18 世纪的中外交流与互动  

阐述：16 至 18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中外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 新航路

开辟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被打通，大量的中国商品流入欧洲。中国的瓷器以其精美的工艺、细腻的

质地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欧洲人的喜爱。意大利佛罗伦萨制作的中国式样的油 / 醋瓶，反映出欧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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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推崇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开始影响欧洲的工艺美术，为欧洲的艺术创作带来了

新的灵感。中国烧制的绘有欧洲某家族徽章的八角形盾徽瓷盘，体现了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对西方需求的适

应。随着欧洲人的订单增多，中国的工匠们开始了解并融入西方的文化符号，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这

种交流不仅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更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16 至 18 世纪的中外交流与互动，对双方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中国文化的传入引发了“中国热”，欧洲的思想家、艺术家们从中国文化中

汲取营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在中国，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风格等也

逐渐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总之，16 至 18 世纪的中外交流与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借鉴，为世

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更加重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

题目要求的。 

1. 有学者认为，距今 5000 多年前，我国一些地区已出现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下列考古发现能佐证

这一观点的是（ ） 

A. 洞穴遗址中出现打制石器 

B. 居住遗址有明显用火痕迹 

C. 公共墓地存在多人合葬墓 

D. 高级墓葬中出土雕花骨筒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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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时空是距今 5000 多年前

中国。根据材料“距今 5000 多年前，我国一些地区已出现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可知，当时已处于

新石器时代晚期，高级墓葬中出土雕花骨筒，这需要较高的制作工艺，且工序繁杂，因此需要较为明

确的社会分工，D 项正确；打制石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时间不符，排除 A 项；用火痕迹早在旧石器

时代就已经出现，排除 B 项；公共墓地，多人合葬说明当时还没有出现阶级分化，而 5000 年前应该是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阶级分化，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 战国时期，官员酬报大多是年俸，而地位较低的胥吏则主要由官府根据其职事功绩，按月发俸。到

汉代，以往主要针对胥吏的酬报方式得到普遍推广，百官皆考核功过，按月食俸。这一变化体现汉代

（ ） 

A. 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B. 官僚体制逐步发展 

C. 胥吏待遇明显改善 

D.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战国到汉代（中国）。根据材料可知，战国时期官员酬报方式有不同，地位较低的胥吏

按月发俸，而到汉代，以往主要针对胥吏的按月发俸方式得到普遍推广，百官皆考核功过按月食俸。

这说明汉代在官员酬报制度上更加统一和规范，体现了官僚体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B 项正确；仅从

官员酬报方式的变化不能得出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排除 A 项；题干重点强调的是酬报方式在官员范围

上的变化，而非胥吏待遇的明显改善，排除 C 项；官员酬报方式的变化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没有直接

关系，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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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表为我国某时期北方部分政权主要官员的族属状况。这可用于说明（ ） 

人数 【族属】汉 【族属】匈奴 【族属】鲜卑 【族属】其他 

【政权】前赵 131 114 —— 18 

【政权】夏 26 31 4 5 

【政权】后燕 151 —— 95 22 

A. 各政权之间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B. 十六国时期官员构成利于民族交融 

C. 内迁民族高度认同中原文化 

D. 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员群体胡汉杂糅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为单类型单项选择题。从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判断这是本质题。根据题目描述准确时空

是：十六国时期（中国）。结合表格信息与所学知识可知，表格展示了前赵、夏和后燕三个政权主要

官员的族属状况，汉族、匈奴、鲜卑等民族均有担任重要官职的情况，这种多民族共治的局面有助于

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B 项正确；由于材料并未提供关于各政权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或

对比情况，无法直接得出 A 项结论，排除 A 项；虽然表格显示了多个民族在政府中任职的事实，但这

不足以证明所有内迁民族都高度认同中原文化，因为这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比如对汉化程度的具

体分析等，排除 C 项；五代十国时期的时间范围与本题背景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4. 唐代中后期，统治者面临“方镇之兵盛”“强臣悍将兵布天下”的现实问题。此后，历代统治者为

避免出现该问题，可能遵循的原则是（ ） 

A. 右武抑文，姑息藩镇 

B. 山川形便，因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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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D. 画野分州，任土作贡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唐朝（中国）。唐代中后期出现“方镇之兵盛”“强臣悍将兵布天下”的问题，主要是

地方权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此后，历代统治者为避免出现该问题，可能遵循“事为之防，曲为之

制”的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强调对各种事情都要预先防范，对各种制度都要委曲周全地进

行制定，以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加强中央集权，C 项正确；姑息藩镇会使得藩镇势力更加膨胀，加剧

地方割据，不利于解决问题，排除 A 项；山川形便是指依地理形势划分行政区域)，因俗而治是指依地

方习俗进行治理，容易使地方形成强大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排除 B 项；“画野分州，任

土作贡”是指中国古代根据地理和自然资源划分行政区划，并要求各地根据其特产向中央政府进贡，

主要是关于行政区划和贡赋制度，不能有效解决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苏码又称“花数”“码子字”“苏州码”，是明清时期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广泛用于记账和标价的数

字符号，如下表所示。其使用（ ） 

A. 依托于官方的大力推广 B. 适应商业发展现实需要 

C. 有利于契约文书的保存 

D. 推动汉字书写日趋规范 

【答案】B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明清（中国）。明清时期“苏州码”是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广泛用于记账和标价的数字符

号，它是对汉字数字的简化，其出现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适应商业发展需要，B

项正确；材料中提到“苏州码”是在民间广泛使用，并非官方推广，排除 A 项；“苏州码”使用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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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契约文书没有直接联系，排除 C 项；“苏州码”实际上是对汉字的数字的简化使用，并不利于推动

汉字书写规范化，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6. 清咸丰初年，“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戊戌变法

前后，相当部分的朝廷官员则认为国家的自强之道、时局要事在于办学堂、设银行、筑铁路、开矿政、

立报馆等。这一变化反映当时（ ）。 

A. 民族危机逐步加深 

B. 自强求富主张得以实现 

C. 维新思想深入人心 

D. 洋务企业退出历史舞台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晚清（中国）。根据材料咸丰初年当时国家讳言洋务，对洋务并不积极，而戊戌变法前

后，由于民族危机加重，相当部分朝廷官员则对维新洋务有了新的认识，且认同这一变法措施，这是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体现，A 项正确；洋务运动最终失败，并没有实现自强求富，排除 B 项；维

新思想深入人心说法绝对化，排除 C 项；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是洋务企业仍然存在，排除 D 项。故

选 A 项。 

7. 五四运动前后，大量进步知识分子走进厂矿、码头开展劳工调查。1920 年《劳动界》刊发《劳动调

查表》，建议从工人“每天做工几时？养活几人？”“知道劳动运动的意思？有无组织？”等方面开

展调查。此后，大量关于劳工现状调查的文章陆续刊载。这说明（ ） 

A. 调查解决问题已成为社会共识 

B. 劳工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C. 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初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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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民族企业劳资关系紧张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工人问题，通过调查劳动现

状，目的是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意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实践，积极推动社会变革，

C 项正确；调查解决问题已成为社会共识说法绝对化，排除 A 项；劳工现状调查的文章陆续刊载不会

直接推断劳工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排除 B 项；材料主旨强调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初步实践，

民族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在材料中不能提现，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8. 1946 年 8 月至 10 月，各解放区就有 30 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

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先、村干带头踊跃参军的感人景象。同时，民兵也有很大发展，各

解放区有 300 万至 400 万农民参加了民兵。这（ ） 

A. 得益于《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 

B. 反映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失败 

C. 说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趋于平衡 

D. 体现了解放区建设效果显著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1946 年（中国）。根据材料“1946 年 8 月至 10 月，各解放区就有 30 万翻身农民为保卫

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同时，民兵也有很大发展，各解放区有 300 万至 400 万农民参加了民

兵。”并结合时间信息可知，此时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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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除了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

浴血奋战外，还依赖于在战争环境中加强各解放区的建设、组织和依靠解放区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对前线的支援，解放战争成为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解放区建设的加强，特别

是土改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晋冀

鲁豫、东北等解放区出现了十数年未有的大丰收，连一些贫困的山区，农业生产也开始增长，农民的

生活有所改善。因此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使人民解放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

物力支援，从而获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保证，材料现象体现出了解放区建设效果显著，D 项

正确；《中国土地法大纲》于 1947 年 9 月 13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同年 10 月 10 日

公布施行，排除 A 项；从 1947 年 3 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

区改行重点进攻，排除 B 项；三大决战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被摧毁，在此之前，国民党军事实力

领先共产党，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9. 下图是 1964-1976 年间贵州省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占比情况。据此可知，该时期贵州（ ） 

 

A. 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B. 贯彻八字方针成效突出 

C. 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D. 落实国家战略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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