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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备战北京 2025 年中高考，成就更好的自己

扫码添加授课老师微信一对一 小班课辅导

2024 北京高考真题历史

本试卷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15 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古代玉器为礼之重器，孔子用玉比喻理想人格：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坚硬），知（智）也；廉（棱角）

而不刿（割），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这一比喻寄托了

A．隆礼重法的精神 B．无为而治的理想

C．修身明德的追求 D．选贤任能的理念

2．西汉官员朱邑，少时为舒桐乡啬夫，为政“廉平不苛”“存问耆老孤寡”“所部吏民爱敬焉”，后“举贤良为大

司农丞……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上述材料可以印证西汉时期

①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建立 ②中正官负责官员的考核

③政府通过察举选拔人才 ④官吏为政注重优抚老弱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3．“判”是古时官员断决狱讼的文本，也是唐代铨选官吏的考试科目之一。唐代的《龙筋凤髓判》是我国完整传

世的一部判例集，通过模拟判例的形式陈述案例缘由，给出判决意见，并进行解释，为应试者提供了“判”

的写作程式和方法。这说明唐代

A．以法为教，轻视了道德礼义 B．重视家训，教化渗透至基层

C．注重判例解读，提升官员司法素养 D．强调司法实践，开创律例合编体例

4．《永乐大典》辑录了先秦到明初的书籍 8000多种，明成祖撰序：“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

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

风俗。”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总结性类书②明成祖标榜“文治”强调了图书的教化作用

③国家统一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条件④《永乐大典》被明政府确定为儒学基础读物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5．乾隆元年所纂《山东通志·田赋志》：“任之土者谓之赋，任之力者谓之役。今则滋生人丁已免其徭，而原额之

丁又编入地亩，是无所谓役也。故以‘田赋’总之。”对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地丁合并征收 ②丁银数额固定 ③百姓赋役免除 ④人身束缚加强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6．《万国公法》译成中文时，某法国外交官说：“那个打算让中国人领悟我们欧洲国际法的人是谁？……他会让

我们陷于无尽的麻烦之中。”另有英文报纸评论道：“我们为中国提供的武器在日后到底是会瞄准我们，还是

只会转向新的征服者，现在还不好说。”这说明

A．引入《万国公法》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 B．中国社会对当时世界形势变化浑然不觉

C．中国了解国际法将不利于列强对华侵略 D．此时国际法的应用范围只限于欧洲国家

7．《史记》记有商王世系。1917年，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卜辞与《史记》《尚书》等古籍相互补正，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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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了商朝的历史。陈垣后来对考证方法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

①理证：“无证而以理断之者”； ②书证：引书为证，“可以补史之阙”；

③亲证：“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 ④物证：“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

王国维上述研究运用的考证方法主要有

A．①④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8．1920年，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与此同时，陈独秀主编的《劳动界》也发文

指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真是可恼！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该要

有团体”。这说明

A．发动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斗争形式 B．成立工人组织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

C．“劳工神圣”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 D．建立工会是开展国民革命的重要内容

9．1937年 3月，毛泽东在讨论同国民党的谈判时说，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

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这表明

A．中国共产党决定国共和谈解决西安事变 B．中国共产党强调其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C．抗日民主政府应遵循“三三制”原则 D．民主联合政府应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

10．1955年，针对中法建交，周恩来与法国议员代表团会谈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人以为中国可以容许“两个中国”

的存在，“中国人民决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中国本来是统一的，中国内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取得了彻底的胜

利……新的代替旧的”。这段话

A．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建交的政治基础 B．阐明以“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中法关系的突破

C．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早期表述

11．书信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给地方总督写了大量泥版书信，命令其征

收椰枣、谷物、芝麻、皮毛服装，如数上缴征收的货币，清理运河便于灌溉，为王室牧场派遣剪羊毛工人，

查办官员贿赂事件，组织审理经济纠纷，协助调兵等。以上材料反映出的有关古巴比伦的信息包括

①行业种类多样 ②国家重视农业生产

③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归总督 ④书信是国王处理事务的一种方式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2．2008年，时任希腊总理在一个拜占庭艺术主题展上致辞，强调拜占庭的遗产“不但被欧洲人分享，而且也为

其一度覆盖的三大洲民族的公民所分享”。能支撑此观点的是

①拜占庭首次统一了西亚和北非文明区 ②基辅罗斯的文化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③拜占庭文化被奥斯曼帝国全盘接受和传承 ④《查士丁尼法典》推动了近代欧洲法律发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3．透视法是 15世纪欧洲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理论，又称“数学透视法”，在绘画和浮雕创作上掀起划

时代的技法革命。哥白尼曾说“日心说”是按透视法合理构建的宇宙空间结构，伽利略也说他发明天文望远

镜受到透视法的启示。由此可见

①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引入了科学方法 ②透视法理论的出现标志欧洲近代科学兴起

③艺术理论和实践促进了近代科学研究发展 ④透视法成为了近代天文学革命的核心理论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4．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下列符合这一论断的是

A．“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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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C．“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D．“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的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

15．1920年，有思维的机器人首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62年，工业机器人实现商业化。2007年，全球机器人安

装量达 650万台。近年，欧盟出台了《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机器人技术工程师伦理行为准则》

《人工智能法案》等。对以上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文学创作是机器人技术发展的理论来源 ②二战后科技进步推动机器人产业化发展

③机器人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关系的新变革 ④人们对机器人发展的潜在风险加以防范

A．①④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16．（10分）城与都

材料一

今北京在唐朝称幽州，是中原与东北地区、北方草原的交通枢纽。朝廷曾在此设节度使，以掌军政。随着漕

运、海运的发展，幽州与各地经济往来日益频繁。

材料二

今北京在辽时称南京（燕京），为五京之一。辽帝曾在此行册礼（上皇帝尊号）、设行营；设三司使司，“掌燕、

蓟、涿”等州钱帛；设都元帅府，“杂掌蕃汉兵”；实行科举，设置太学。“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

官”。

辽在南京“劝农桑，修武备”“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所产“线缕机绫”工艺精巧。“城北有市，陆海

百货，聚于其中”。城中“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居民“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南京与开封之间设有榷场。南京外有居庸、古北等关口，通达辽其他四京等地。金人评价“燕都地处雄要，

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元人有诗云：“万国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

（1）阅读材料一，指出唐幽州的重要性。（3分）

（2）说明辽南京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7分）

17．（12分）经略海洋

材料一

孙中山沿海港口建设规划示意图

（依据 1921年《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原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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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新中国与海洋相关的文献及内容（部分）

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

1982 第六个五年计划：积极开展海上石油的对外合作勘探和开发

1996
《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阐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战略目标、基本对策，以及主要行动领

域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

2003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发展海洋产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2022 中共二十大报告：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材料三

中国当代海洋资源开发及成就示意图（部分）

依据材料，评析百年来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12分）

18．（12分）英国与印度

英国关于印度的法案

法案名称 部分内容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

（1600）

东印度公司为法人和政治实体，选举产生理事会和总督，可制定法律；依法在东印度地区

获得土地、租金，享有自由、司法、特许经营和继承权等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73）

提高孟加拉总督地位，统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业务，成立由 4位英国委员组成的参事会

进行辅佐；设独立于总督的最高法院，由英王任命英国人担任法官，批准总督颁布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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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法案

（1784）

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事务由英王任命的 6人委员会监管，东印度公司负责商业经营；总督由

公司董事会推荐，经英王许可后任命

印度政府法案

（1858）

东印度公司的权力、领地和财产等转归英王，英王为印度国王（后称皇帝）；设印度事务

部，由内阁中的印度事务大臣直接领导；英王任命印度总督，作为其直接代表统治印度

印度参事会法案

（1861）

总督任命 6～12人为总督参事会额外委员，其中非官方委员不低于 6 人；额外委员只能参

加参事会立法会议，参与制定法律和法规

印度参事会法案

（1892修订）

居住在印度的人均可任额外委员；经总督授权批准，立法会议讨论总督的年度财经报告、

提出质询；不懂英语的委员可以请人代为发言，议案翻译成印度语言

印度政府法案

（1919）

总督参事会 6名成员中 3名为印度人；立法会议从参事会中分出，设上下两院，下院 145

名议员中 104名从居住在印度的人中选出，上院 60名议员中 33名由选举产生；议员可以

对部分预算进行表决

印度独立法案

（1947）

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废除英王印度皇帝称号，取消印度事务大臣

办公室；英国法令在印、巴不再有效（注：1950年总督及总督办公室撤销，英王不再任印

度国王）

（1）上述材料体现了英印关系的变化。选择两个不同标准，完成两种阶段划分方案，并分别说明理由。（6分）

（2）结合所学，简述印度是如何迫使英国改变对它的殖民政策的。（6分）

19．（12分）和平与发展

材料一

在从以霸权为基础的旧秩序向以各国合作为基础以及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促进繁荣的社会正义之上的新秩序

的过渡中，存在着导向世界冲突的危机……

当前世界的特征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与会国并不认为这种不同构成对稳定和平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代替“冷战”和可能发生的全面核灾祸的唯一的办法。

——《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1961）

材料二

我们必须尝试超越我们自己的日常争吵（或谈判）去看待危险的长期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和饥饿仍

然在很多地区肆虐的世界，一个滥用资源而不顾其再生的世界，一个武器生产和销售超过任何时代的世界……

南北之间无论有何不同，分歧有多深刻，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双方的命运休戚相关。

——（世界银行成立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1980）

材料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

共生、合作共赢……

中华文化以和合理念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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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对世界的认识。（6分）

（2）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结合所学对材料三加以解释。（6分）

20．（9分）端午故事

材料一

端午节由来已久，其起源有纪念屈原、吴越民族图腾祭、恶月恶日避毒除害等说法。古代各地的端午习俗包

括，“以五彩丝系臂”祈求“不病瘟”“采艾以为人（人形），悬门户上，以攘毒气”，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

“蹋百草”“斗百草”“龙舟竞渡”，出嫁女“归宁（回娘家）”等。

材料二

20世纪以来中国端午节大事表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新历法，规定新旧二历并存，旧习俗择要存录，吉凶神宿一律删

除

1922 年，《杭州青年》发表《整洁节（端午）卫生大运动宣言》“利用旧习惯里端午节除毒的

社会心理”，举行卫生大运动

1928 年，民国政府废止阴历，严禁机关、学校、团体循旧历习俗放假

1940 年，抗敌文协为纪念屈原，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向国内推广实行”

1941 年，《屈原》新剧上演，纪念国殇

民国年间，各地县志多有关于当时端午习俗的记载，如山西“插艾，食角黍（粽子），饮雄黄

酒……游郊”；广东“各家裹角黍，各乡竞龙舟”

1984 年，国家体委在广东举办首届“屈原杯”龙舟赛；随后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

开始举办龙舟赛

2006 年，端午节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 年，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2009 年，端午习俗申遗成功，中国传统节日首次跻身世界非遗名录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阐释端午节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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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备战北京 2025 年中高考，成就更好的自己

扫码添加授课老师微信一对一 小班课辅导

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15 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C 2.B 3.C 4.A

5.A

6.C 7.D 8.B 9.B 10.A 11.B 12.D 13.C 14.C 15.D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5 题，共 55 分。

16.（1）重要性：幽州是中原与东北地区、北方草原的交通枢纽；幽州是重要的边境城市，军事地位重要；幽州

与各地经济往来频繁，经济地位重要。

（2）作用：辽统治者在辽南京仿照汉制进行建章立制，促进了契丹族政治制度的发展；辽在南京发展农业、手工

业等促进该地经济发展，民族融合；辽南京积极与中原地区交流往来，促进这一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有利于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7.观点：百年来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洋权益的维护。

评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列强入侵的深入，民族危机逐渐加深。近

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开始形成近代海权意识，比如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近代海军，孙中

山先生绘制沿海港口建设规划示意图，这都充分说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但

由于国力弱小，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这一时期对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更多的是停留在设想阶段，实践很少，

并未取得一定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实现独立，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开始独立自主的对海洋资源进行谋划

与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立法、制定开发计划、规划纲要、发展海洋经济等方式积极保护本国海洋权益

和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取得极大的成就，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促

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但由于中国海洋资源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一些重叠，所以中国当代海洋资源开发经常

存在一些国际争端，不利于中国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故我们除了要重视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更要注重国

家海防建设，强大国家海军实力，以保障我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能顺利实施，促进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

综上可知，百年来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谋划与开发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洋权益的维护；开发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积极面对，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提升国力，维护海洋权益，促进海洋资源的深度

开发。

18.（1）标准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手段阶段划分及理由：1600-1858年；1861-1947年。前一阶段以英国在印度

进行直接统治为主，后一阶段英国统治与印度当局相互妥协，共同治理。标准二：印度主权归属阶段划分及理由：

1600-1919年；1947年以后。前一阶段印度属于英国殖民地，后一阶段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2）19世纪末 20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民主意识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成立国民大会党，积

极要求民族平等和自治，动员印度人民进行政治总罢工等，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出现新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

月革命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推动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深入开展。在此背景下，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开展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英印当局斗争，迫使当局做出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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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在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等人的领导下，积极争取独立，进行士兵和工农斗争，

英国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印度独立。

19.（1）认识：材料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待建立，应秉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材料二：世界面临

多重挑战，各国命运休戚相关，应共同努力。

（2） 解释：当今世界环境污染严重、各种问题复杂并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着眼于时代发展

大势，遵循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过

程中积极探索、有效行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同时，坚持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内涵：爱国情怀与与献身国家的牺牲精神；倡导健康生活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重视家庭和睦以及社会团结。

特点：源远流长；多元融合，因时而变；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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