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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4-2015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60分钟  试题满分：100分 

命题人：杜志伟 赵宇  校对人：杜志伟 赵宇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  共 40 题  共 80 分） 

1、2014 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 “家风是什么” 节目反应强烈。传统中的 “忠孝传家”、“耕读传家”

是家风的重要内容。下列与“忠孝”、“耕读”关联，不恰当的是（  ） 

A．“忠”——世袭制                                  B．“孝”——宗法制 

C．“耕”——农本观                                  D．“读”——科举制 

2．白居易诗：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对

材料信息比较全面的解读是（  ） 

A．描述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特点                B．描述了小农经济的场景 

C．反映了均田制对农民的束缚                D．批判唐朝工商业的落后 

3．反映明代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著作《便民图纂》记载：“男子园中去采桑，只因女子喂蚕忙，蚕要喂时

桑要采，事须分管两相当。”这反映了当时该地（  ） 

A．农民生产生活的艰辛                            B．私营纺织作坊的兴起 

C．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D．男女分工的蚕桑生产 

4．每年春季阴历二月二的那一天，清朝皇帝都要沿袭从周朝传下来的礼制，在先农坛祭祀五谷神，并亲

自扶犁耕田，众臣围观，仪式庄严隆重；同时，皇后率后宫众妃嫔在先蚕坛祭祀蚕神（如图）材料表

明（  ）  

 

A．清朝皇室依靠劳动自食其力                B．清朝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C．农桑仍是清朝社会经济主体                D．自周至清经济政策丝毫未变 

5．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农耕可以自给，

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

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钱穆认为各种文化形成的根源是（  ） 

A．需求差异            B．民族差异             C．生活方式            D．自然环境 

6．汉代晁错《论贵粟疏》：“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

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材料反映出小农经济的特点

是（  ） 

A．男耕女织            B．自给自足             C．脆弱性                D．连续性 

7．现代考古在秦、魏等国故地出土了许多生铁铸造的农具。1950—1951 年河南辉县发掘了 5 座大型魏墓，

1 号墓出土铁器 65 件，其中农具占 58

国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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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原地区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B．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河南辉县 

C．战国时期随葬品以铁器为主                D．成套铁农具有利农业精耕细作 

8．《新全球史》载：“其目的在于确保土地的平均分配，以避免出现类似于汉朝的土地兼并。这项制度根

据土地的贫瘠和受地者的需要将土地分配给个人及其家庭。”对“这项制度”的评价不正确的是（  ） 

A．缓解了政府的财政问题                        B．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C．促进了自然经济的发展                        D．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 

9．明朝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此种现象

反映出当时（  ） 

A．地主与佃农间存在雇佣关系                B．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 

C．佃农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                    D．租佃制抑制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10．据统计，唐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国家控制的人口是 1699 万人，其中纳税人口只有 237 万人。导致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商业人口猛增，农税锐减                    B．土地兼并加剧，依附关系松弛 

C．税收制度混乱，官吏腐败                    D．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大量南迁 

11．下图是根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的《清代书院分布图》，该图反映出（  ）  

 

A．清代文化重心与经济中心基本一致    B．南北文化发展呈现相对均衡的趋势 

C．西南地区成为全国教育和学术中心    D．清代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越来越严密 

12．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只汉代漆杯，其底部刻有六位不同工种工匠和七位监督人员的名字。这反映了当时

的官营手工业（  ） 

A．生产专业细化，官府掌控                    B．生产人员众多，效率低下 

C．生产技术先进，面向市场                    D．生产成本较低，官府出资 

13．明朝正德年间，青花瓷以波斯文作为图案主题；从宣德年间开始，梵文也作为装饰性图案附加在瓷器

画面上；嘉靖、万历以后，瓷器上出现了用花朵绕梵文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棒子”图案。清代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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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装饰画面还采用了《圣经》故事画。这反映了明清瓷器 

A．烧制技术达世界一流水平                    B．民间生产技艺经久不衰 

C．在各阶层中使用非常普遍                    D．受到外域装饰艺术影响 

14．我国古代某一时期，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青瓷与白瓷闻名世界，火药用于军事，其京都为当时东西

文明的交汇中心。这一时期应是（  ） 

A．汉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15．我国太湖流域 18、19 世纪曾种植过的一种天然彩色棉花，花作紫色，由江南农民织成“紫花布”，布

经久耐用，出口到欧洲，是 19 世纪 30 年代风靡英国的绅士服装衣料。据此可知（  ） 

A．我国自然经济已开始逐渐瓦解            B．中国棉纺织生产方式领先英国 

C．出口的中国棉纺织品质优价廉            D．“紫花布”受英国上流社会欢迎 

16．明清时期，北京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其中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 45

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明清时期推动会馆文化出现的

主要原因是（  ） 

A．北京是商业中心                                    B．繁忙的海外商运 

C．交通运输的便捷                                    D．区域商帮的出现 

17．唐后期坊市制度开始崩溃，逐步由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向开放式的街市转变。主要原因是（  ） 

A．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                            B．城市管理制度渐趋松弛 

C．政府重新规划城市布局                        D．出现新式金融机构 

18．上（宋高宗）谕大臣：“广南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

皆宽民力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材料表明宋朝商业环境宽松的直接原因是（  ） 

A．传统的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B．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 

C．有识之士倡导“工商皆本”                D．地域性商人群体的带动 

19．《秦律·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买卖）酒，田啬夫（官职）、部佐（官职）谨禁御之，

有不令者有罪。”该法令出台的主要动机是（  ） 

A．抑制商贾发展    B．提倡粮食节俭     C．严禁商品流通    D．稳定酒类物价 

20．日本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革命的时代，因为北宋时中国 GDP 总量为 265 亿美元，占世

界经济总量的 22．7%，中国人均 GDP 为 450 美元，超过当时西欧人均 GDP427 美元。根据所学，可

以推断宋代时中国（  ） 

A．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B．出现了国强民富的繁盛局面 

C．封建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                    D．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21．哥伦布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谁占有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

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的手段。”这反映出 15 世纪的欧洲（  ） 

A．东西方贸易开通                                    B．商品经济发展 

C．宗教改革开始                                        D．出现了商业革命 

22. 近代西方某航海家在其《航海日志》中写到,“两位陛下决定派我前往印度，以熟悉它的国土、人民和

君主，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并带回如何能使他们皈依我国神圣宗教的经验，便不走通常的东行陆路，

而走向西的海路。这条路，据我们所知，迄今尚无人走过。”这位航海家应该是（  ） 

A．迪亚士                B．达·伽马             C．哥伦布                D．麦哲伦 

23.“它是 18 世纪盈利最多的商业活动之一。其经济代价在于，从欧洲进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破坏了当地

的原始产业，令无数家庭沦为赤贫。它还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人口荒芜的情况„„”上述评价主要是针

对（  ） 

A．世界市场的扩大对欧洲的影响            B．殖民掠夺对印第安人的影响 

C．殖民扩张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D．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 

24. 茶叶于 1650 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 10 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它已成为普通消费

品。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B．工业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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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D．世界市场的迅速拓展 

25.某学者认为：“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

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主要依靠（  ） 

A．对外殖民掠夺                                        B．古罗马的法制 

C．文艺复兴                                                D．制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6.西方学者李普曼在其《道德序论》中指出：“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

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再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过程。”这说明（  ） 

A．生产经验的积累推动了技术的进步 

B．科学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技术的革命 

C．工业革命主要是生产方法的革命 

D．科技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 

27.对于下表分析正确的是（  ）  

1820—1870 年主要西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  

年份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1820  27  9  —  6  

1840  25  9  8  7  

1850  22  11  8  7  

1870  25  10  10  8  

A．广阔的殖民地和工业革命是英国占比重最大的主要原因 

B．美国在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 

C．德国资产阶级代议制促进了德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D．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28.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迅速。1900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

英国 19%，美国 12%，德国 13%，法国 9％。同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

发展的趋势，从 1870 年到 1913 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 2 倍多。这种现象说明（  ） 

A．英国仍处于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B．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程度下降 

C．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D．世界市场需求增长幅度超过工业产品增长幅度 

29.某欧美剧作家在他的一部电影剧本中描写了 19 世纪 50 年代的伦敦，你认为需要修改的一项是（  ） 

A．英国有钱人以坐轮船游览伦敦的泰晤士河为时尚 

B．瓦特给远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在蒸汽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C．岸边工厂一间接一间，巨大的烟囱冒着浓烟，不时有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 

D．伦敦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向世界炫耀其财富和技术 

30.19 世纪上半期，一个英国政论家对此这样描述道：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可爱的国家——大不列颠已

经被分配承担为她的姐妹国家制造商品的崇高使命。这种按照自然法则，用原料换制成品的办法使各

个国家相互服务，显示人类的兄弟之情。这说明（  ） 

A．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B．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C．英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                        D．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31.李洵在《明清史》中说：“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农业，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商业性农业已经出

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苏、杭地区和粤江下游广州附近地区。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商业性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下列各项属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原因的

是（  ） 

A．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B．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 

C．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            D．晚清政府对“商业性农业”的重视 



 

 5 

32．1898 年，清政府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局。1903 年又设立了商部，1906 年又改商部为农工

商部，并设立邮传部主管铁路和电报事宜。这些举措（  ） 

A．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实业发展                B．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目的 

C．有力支持了其政治上的探索                D．意味着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变 

33.清光绪末年至民国年间，宝山县江湾南境客商投资建厂者，自棉织以外，凡金、木、玻璃、卷烟以及化

学制造之属略备。这反映出该地区（  ） 

A．棉纺织业为主    B．工业门类齐全     C．地理位置优越    D．自然经济解体 

34.1901 年张之洞、张謇等人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指出：“今日中国讲富国之术，若欲以商务敌欧美

各国，此我所不能者也；若欲以工艺敌各国，此我所必能者也。”这反映出当时中国部分封建官员（  ） 

A．主张与外国展开商战收回利权            B．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 

C．认识到工业富国强国的重要性            D．已找到当时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 

35.农工商部向各省发出长篇通告，提出欧战正是“工商业发达之转机”，公布《维持工厂办法大纲七条》，

规定糖类、棉毛织物等数十种制造厂家，均在维持之列。该材料说明（  ） 

A．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        B．糖类、棉毛织物等行业发展迅速 

C．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D．中华民国政府鼓励发展实业 

36.李鸿章在对《开平煤矿招商章程》所作的批示中指出：“摒除官场习气，悉照买卖常规，最为扼要。”这

反映了洋务派（  ） 

A．重视民间资本的引入                            B．强调以市场规则经营管理企业 

C．重视商品生产                                        D．反对官员的贪腐 

3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写给北京政府的信中写道：“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贿，俱无征税„„

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

难与外货竞卖。”这从本质上反映了（  ） 

A．民族工业在中国社会中发展艰难        B．民族工业希望得到北京政府的保护 

C．外商企业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D．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38.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颁布《剃发令》，许多汉人誓死不从；1912 年 3 月 5 日，孙中山颁布《命

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却有很多汉人拒绝剪辫。这表明（  ） 

A．剃发与剪辫是个人自由                        B．社会习俗具有稳定性凝固性 

C．国人反对排斥辛亥革命                        D．二者都属于革除陋习的政策 

39.1912 年 6 月 1 日《大公报》载：“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互相效

仿，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这间接说明了（  ） 

A．中国传统服饰退出历史舞台              B．中国革命力量主要分布在海外 

C．政治运动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            D．中国革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40.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张贴了沪上第一张交通告示，内容包括“凡马车及轿子必需于路上左侧行走”“凡小

车必由左边往来，唯不许走路旁相近之路中心行走”“凡马车于十字路口必得走慢”等。这说明（  ） 

A．当时租界的交通规则南上海地方当局制定 

B．汽车在中国已经出现 

C．交通规则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 

D．近代交通文明开始在上海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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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20 分） 

41．（20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 1550 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 1800 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

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

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  

（1） 分析自 16 中期起“世界白银流向中国”的原因。19 世纪上半期西方列强采用了哪些经济手段

来扭转这一现象？ （12 分）  

 

 

 

材料二 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

行，而印度等国的中央银行则直接持有英镑而不是黄金，“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钟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19 世纪下半叶英镑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并分析

原因。（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