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新课标卷文综高考真题地理+历史（不完全版）

一、选择题：本题共 3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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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永顺县双凤村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村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村搴中一条

小溪蜿蜒流淌，潺薄水声伴随着弯弯青石板路和依山而建的土家转角吊脚楼，勾

勒出一幅土家山慕的美丽画卷，被攀为中国“生家第一村”。图 1示意双风村的

建黄分布图 2显示在建的转角吊脚楼。据此完成 1～3题。

1.双凤村传统民居的空间分布特点是

A.沿等高线分布 B.沿溪流分布

C.围绕公共建筑分布 D.沿公路分布

2.双凤村传统民居的转角设计主要是为了

B.便于就地取材 A.适应潮湿环境

C.充分利用空间 D.追求视觉美观

3.摆手堂(含土王祠)、风雨桥为双凤村村民进行公共活动和交流提供场所。这体

现了乡村公共空间的

①均衡性②经济性③公益性④文化性

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客积率是城市建设用地地块上总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值。一般来说，工业园

区中楼层越多，容积率越高。图 3示意某城市工业园区规划的功能分区。其中，

各产业园客积率按照适合生产的最大容许程度取值，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生活

居住区曾有以高层建筑为主的高容积率和以中高层建筑为主的低容积率两个规

划方案，政府部门最后采纳了低容积率方案，据此完成 4~5 题。



4.图 3 所示的各产业园中，规划容积率最高和最低的可能是

A.III 和 I

B.IV 和 I

C.II 和 III

D.IV 和 II

5.推测政府部门采纳生活居住区低容积率方案的目的是

①打造舒适生活空间

②提升建筑物质量

③与城区建筑相协调

④提高土地出让价格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我国广西西南部某喀斯特地区(22.5°N 附近),峰丛顶都多为早生型矮林，峰丛洼

地内为雨林，其顶层多被望天树(热带雨林的代表性树种)占据。2023 年 3 月，

调查人员在该地一个峰丛洼地内发现了高达72.4米的望天树(图 4),打破了我国

喀断特地国“最高树”的纪录，据此完成 6-8 题

6.雨林形成的原因。

7.峰丛顶部植物低矮的原因。

8.望天树形成的原因。



9.判断曲线为 30 厘米深度的理由。

10.图 5b 中曲线Ⅱ和Ⅲ没有明显变化，表明

A.降雨量大

B.地表产流多

C.土壤水分饱和

D.雨水下渗多

11.相对于裸地，坡地上覆盖石子有利于增加

①地表径流②地下径流③土壤水分④蒸发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4.考古学者在某史前遗址发掘出 1300 余座墓葬，大、中、小三类墓葬

分别占总数的不到 1%、近 10%和 90%。其中大型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

出土了成套的石制、陶制礼器等。据此可以推断，该遗址处于

A.旧石器时代早期

B.旧石器时代晚期

C.新石器时代早期

D.新石器时代晚期

【答案】D

【解析】根据题干信息，该遗址发现了 1300 余座墓葬，其中大型墓葬

数量较少，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出土了成套的石制、陶制礼器。这些特

点提示我们：大型墓葬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分层和礼制

文化。石制和陶制礼器的成套出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礼

仪和宗教活动。这些特征通常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相吻合，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层，礼制逐渐完善。



25.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进行政治变革，争相延揽人才，诸子百家

大都呼吁“选贤与能”。不认同这一理念的学派是

A.儒家

B.墨家

C.道家

D.法家

【答案】C

【解析】儒家提倡德行和能力兼备的人才，符合“选贤与能”的理念。

墨家也强调兼爱非攻，实际需要具备才能和德行的人来实现其理念，符合“选

贤与能”的理念。法家的尚贤思想与儒家、墨家不同，主张废除旧制度，推

行量能授官，任人唯贤，因功赐禄的人才选拔、选官制度，将人的行为结果

作为论贤的标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对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选拔人才并不热

衷，更多是避世而非参与实际政治，不符合“选贤与能”的理念。

26.三国魏代汉、西晋代魏，都通过“禅让”实现：权臣在切实掌握军

政权力后，皇帝下诏表彰其功业、德行，表示尊重天意、民心，主动让位；

公卿大臣则群起劝进，权臣再三谦退，“不得已”建立新政权。“禅让”反

复出现

A.保障了政治和平稳定

B.放弃了血缘世袭传统

C.维护了特权阶层利益

D.巩固了儒学忠孝伦理

【答案】C

【解析】三国魏代汉、西晋代魏的“禅让”形式，通过皇帝让位、公卿

大臣劝进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模式重复出现的目的和结果主要在于维持和保

护权力阶层的利益。具体分析如下：“禅让”是权臣掌握实际军政权力后，



通过礼仪和形式的合法化过程来建立新政权。这种形式避免了直接的暴力冲

突，但本质上是通过权力斗争实现政权更替。

27.表 1 所列史书皆涉及南宋初年与金朝关系，研讨这一问题,首先应信

重的是

A.《宋史》

B.《三朝北盟会编》

C.《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D.《宋史纪事本末》

【答案】B

【解析】《三朝北盟汇编》收编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且成书时间最早，

史料可靠程度最高，因为选 B。

28.清乾隆进士李调元在《卖田说》中借佃户王某之口说明“卖田以佃

田”的好处：家中有十亩耕地，难以养活十口之家；卖出自己的十亩地，则

可以长期租佃一百亩维持生计，且能免于官府钱粮加派。当时农业中租佃关

系的盛行

A.延续了个体农耕方式



B.遏制了土地兼并扩大

C.抑制了商业货币经济

D.削减了国家赋税来源

【答案】A

【解析】李调元在《卖田说》中提到“卖田以佃田”的现象，说明了当时农

业中租佃关系的盛行。这反映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个体农户将土地卖出

后转而租佃更多土地，维持生计。这种租佃关系的盛行并没有改变个体农耕

的基本方式，反而是一种延续。

29.表 2 是清末新军第九镇、第八镇及第二十一协军官的来源构成。这

可用于说明新军

A.抵制了列强入侵

B.导致了军阀势力扩大

C.引发了军阀混战

D.助推了民主革命发展

【答案】D

【解析】清末新军的军官来源构成，可以用于说明新军对社会和政治的

影响：新军的军官来源多样化，说明其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且大多数

是接受新思想的学生和知识阶层，助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30.公元前 5 世纪，波斯的一份契约记载，有商人承租了国王的私有水

源、土地，并以土地收成支付租费；另一份契约记载，商人将份地、农具和



种子等租给他人，承租人需要按要求支付小麦、扁豆、芝麻等。据此可知，

当时波斯

A.开始出现经营借贷业务的商人

B.地租的征收以实物为主

C.成为西亚最早使用契约的国家

D.国王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答案】B

【解析】波斯的契约记载了商人承租土地和将土地租给他人的情况，表

明了当时波斯的经济关系：地租主要以实物支付，契约明确了租赁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其它选项的“开始”“最早”“全部”等在材料中看不出来。

31.16 世纪上半叶，航海家在太平洋开发了连接美洲和亚洲的东风带海

上走廊，中后期利用日本洋流从菲律宾群岛航行至美洲西海岸；17 世纪初，

荷兰人利用西风带环球航行。16 至 17 世纪的航海活动

A.激发“地圆说”的形成

B.表明世界殖民体系的确立

C.导致陆路贸易基本停滞

D.促进了贵金属的全球流动

【答案】D

【解析】16 至 17 世纪的航海活动，特别是连接美洲和亚洲的航线开发，

荷兰人利用西风带环球航行的事实，表明了世界贸易的活跃，这些航海活动

促进了全球贵金属的流动。其他选项均不符合史实。

32.17 世纪，法国某细布工场雇佣近 1700 人，分属于制作轮子与刀具、

清洗、上色、整经等部门。织布分为多道工序，其中压印、绣花等通常由妇

女承担。这可用于说明

A.生产方式变革的条件渐趋成熟



B.机器大生产强化对工人管理

C.现代工厂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D.工业革命促进女性地位提升

【答案】A

【解析】17 世纪法国细布工场的分工和雇佣情况，表明了生产方式的

演变：分工细致、雇佣大量工人，预示了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方式变革的

条件正在成熟。

33.1897 年，西非黄金海岸成立“土著居民权利保护协会”，主要成员

是地方首领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上层人士。他们成功抵制了殖民者将大片土地

宣布为“无人居住土地”的企图。20 世纪初，类似团体在非洲其他殖民地

也相继成立。这些团体的存在

A.促使和平抗争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B.推动了非洲首个政党的诞生

C.帮助大多数地区免于沦为殖民地

D.促进了民族独立思想的传播

【答案】D

【解析】西非黄金海岸成立的“土著居民权利保护协会”，以及其后类似团

体的存在，反映了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些团体帮助抵制殖民者的侵略，

推动了民族独立思想的传播。

34.1917 年 10 月 8 日，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由 13 名

布尔什维克、6 名社会革命党人和 3 名孟什维克组成，布尔什维克党人当选

为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取得了主

导地位。这

A.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

B.奠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组织基础



C.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

D.标志著苏维埃政权取代临时政府

【答案】B

【解析】1917 年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显示了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维埃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变化奠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组

织基础。此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A 错误，罗曼诺夫王朝已经灭亡，C

错误，十月革命标志苏维埃政权取代临时政府，D 错误。

35.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美国大量抛售英镑，导致英国外汇

储备骤减。英国抱怨美国的行为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和精神“不可饶

恕的背叛"。最终，英国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干涉行动。这反映出

A.美元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

B.埃及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广泛支持

C.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

D.西方大国间盟友关系破裂

【答案】A

【解析】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抛售英镑导致英国外汇储备骤

减，反映出美元的国际地位和英国的经济脆弱性，美国的行为显示了美元在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他选项均无法看出。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9小题，共 160 分。

36.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8 分)

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中心城区及外围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推行

确解政策，城市功能和人口从东京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分散。2000 年，项布相

关法规，进一步促使大型商业设施(大型购物中心和网购物流中心等)在东京都市

圈外围地区开设。然而，由于经济长期低逮，东京中心城区的活力下降。为了扭

转这种趋势，东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减少土地利用限制等措施，促进大型购物

中心在中心城区再集聚，图 6示意 2019 年东京都市圈大型商业设施的分布。



(1)指出 2000 年前后东京都市圈大型购物中心分布的变化特点。(6 分)

(2)说明交通布局对东京都市圈大型购物中心分布的有利影响。(6 分)

(3)指出东京都市圈网购物流中心的分布特点，并说明原因。(8 分)

(4)说明大型购物中心向东京中心城区再集聚的有利条件。(8 分)

3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8 分)

在寒冷地区的离(台》地上。流水少量汇于局部洼地。同时带来复磷等管养元素

供洼地内湿(水)生植物生长，这些洼地中植物死亡残体分解缓慢且不彻底，以泥

炭形式积累，形成典型泥发温地(图 7A)。当妮炭堆积高于周边区域时，承元方

商发生更化。湿地水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块乏，只能生长解类等时贫营养生物，积

成过虚的垫状泥炭程层，形成面养型流发混地(图 Tb)。

(1)分析寒冷的气候在泥炭湿地发育中的作用。

(2)简述典型泥炭湿地和雨养型泥炭湿地水流方向与生物量的差异。

(3)指出雨养型泥炭湿地发育的地形条件。

(4)说明雨养型泥炭湿地发育过程中，水中营养元素逐步减少的原因。

(5)分析垫状泥炭藓层高于周边地面但仍能处于过湿状态的原因。

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在同一块耕地上连续耕作，重视水利灌溉、粪肥使用及田间管理，是我

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特征。先秦出现的连作制在两汉发展成熟。魏晋

南北朝时期冬小麦种植的推广，为豆类作物与大、小麦的轮作提供了条件，

麦类作物收获量为播种量的 44~200 倍，唐代北方麦豆两熟制普及。宋代南

方水稻育秧、插秧技术推广与提升，普遍实行稻麦轮作，同时圩田、梯田等

大量出现。明清随着美洲作物的传入、双季稻的推广，轮作物种更为丰富，

山地、丘陵等得到进一步利用。传统农业的不断发展，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提供了经济支撑。

——摘编自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

罗马帝国时期，农业中普遍采用轮作制。4 世纪后，法兰克人从罗马人

那里掌握了二圃耕作方式，轮流耕种全年耕地的 1/2。10 世纪起，重犁的采

用以及长达 300 年的大垦荒运动，扩大了耕地面积。三圃制流渐流行，耕地

依自然条件划分为三大块，分别进行春播(大麦、燕麦等)秋收、秋播(小麦、

黑麦等)夏收和休耕。耕地收割完毕和休耕的土地成为"敞地",作为公用牧场。

13 世纪，豆科植场加入轮种，谷物收获量为播种量的 3~4 倍。14、15 世纪，

粗放农业开始向集约农业过渡，农业与畜牧业进一步结合，葡萄、啤酒花等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增，近代西欧农业的许多特征逐渐形成。

——摘编白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与西欧古代农业在土地利用方式上的主要差

异。(13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和西欧古代农业对文明

发展的影响。(12 分)

【答案】(1) 中国：重视连续耕作和精耕细作：在同一块耕地上连续耕作，

重视水利灌溉、粪肥使用及田间管理。

重视多样化种植：包括粮食作物（如小麦、稻米）和经济作物（如豆类），

并结合不同季节和地形进行轮作。



重视水稻种植：特别是在南方，水稻育秧、插秧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水稻

产量。

西方：

轮作制：罗马帝国时期普遍采用轮作制，4 世纪后的法兰克人采用二圃耕作

方式，10 世纪后推广三圃制，耕地依自然条件划分为三大块，分别进行春

播、秋播和休耕。

存在大量公用牧场：耕地收割完毕和休耕的土地成为公用牧场，用于放牧。

粮食作物为主：主要种植小麦、大麦、黑麦等谷物，同时在 13 世纪后加入

豆科植物进行轮作。

4.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14、15 世纪，农业生产开始向集约化发展，

种植葡萄、啤酒花等经济作物。

（2）中国：古代农业的不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水利灌溉、粪肥使用、稻麦轮作等技术的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和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

会结构。

西欧：

农业是西欧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轮作制和三圃制的推广提高了土地利

用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

重犁和轮作制等农业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经

济的复苏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与畜牧业的结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和社会

结构的变化，为近代西欧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解析】42 大题考察中西方农业文明的对比。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欧古

代农业在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考查学生的比较分析能力，理解不同文明

在同一领域的异同。

4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1932 年中国重要新闻标题摘编如下：

锦州撤防辽西尽陷；蒋汪昨晚在杭晤谈；溥仪竟作傀儡；日本大批军批

昨日到沪；蒋汪均决长住首都：日本毁我经济中心，上海闸北惨化灰烬；日

军自昨晨猛烈总攻，我军沉勇坚守击退之；十九路军奉令开闽；蒋介石又做

鄂豫皖“剿赤”总司令；全国红军继续大获全胜；国民党军阀大调白军布置

进攻苏区；日军果进犯热河；湘鄂赣红军二次大胜利；国民党进攻苏区；愧

儡组织近状；全线出击，红军捷报频传。

——摘编自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 1931-1939》

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择取材料中的有关时事，拟定一个主题，

写一篇短评。(要求:主题正确，运用材料，史实准确，评论合理。)

【答案】主题：1932 年中国在内忧外患中的挣扎与奋进

1932 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并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外部威胁：日本军队进攻锦州、上海和热河，严重威胁中国的领土和主

权安全。日军的侵略不仅造成了经济中心的毁坏，还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傀儡政权：溥仪成为日本的傀儡，表明了日本企图通过扶植傀

儡政权来控制中国。

内部困境：国民党与红军之间的内战仍在继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对红军的“剿赤”行动和红军的反击，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蒋

介石与汪精卫的会谈，显示了国民党内部试图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内部矛盾

的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

抗战与革命：尽管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十九路军和其他部队依然沉勇

坚守，显示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和民族精神。红军在湘鄂赣等地的胜利，

反映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为未来的抗战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2 年的中国，尽管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各方力量的奋战与努力，

显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解析】考察学生是否了解 1932 年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包括中

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事件。是否具备从历史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并进行



分析的能力。是否掌握撰写历史评论的基本方法，能够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

进行合理评论

4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 分)

材料一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建立起一些原来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汽车、

重型机器、新式车床等。此后机械制造业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东北、西南、

西北、中南等各具特色的制造基地。装备制造业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

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重大装备研制开发能力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快速

提升。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发

展。机械工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十年间创新成

果丰硕，机械产品自给率超过 85%，国产“华龙一号”“国和一号”三代核

电机组等成套装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

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稳居

世界第一。

——摘编自徐念沙《十年辉煌挺起装备制造的脊梁》等

（1）根据材料，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9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6 分)

【答案】（1） “一五”计划期间,建立了汽车、重型机器、新式车床等原

来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机械制造业初具规模。形成了东北、西南、西北、

中南等各具特色的制造基地。

改革开放后，装备制造业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

列，重大装备研制开发能力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



新时代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进行业转

型升级，机械产品自给率超过 85%。三代核电机组等成套装备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

（2）党中央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制定了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

策和措施。

注重科技创新，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提升了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

力。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机械工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转

型升级步伐，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国内外市场对高质量机械产品的需求增加，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

展。

【解析】通过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考查学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

和工业发展的了解。通过新时代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及推动因素，考查学生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政策和成就的理解。要求学生综合材料

和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和原因，考查综合分析能力和历史

发展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