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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学年度下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年级 历史科试卷

答题时间：90分钟 满分 100 分

第Ⅰ卷（选择题 共 50 分）

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请

涂在答题卡上

1．清代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

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材料说明西周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是

A．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地缘结合以强化王权

B．通过主要分封同姓诸侯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C．通过世袭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以巩固奴隶主专政

D．通过服饰规范等礼乐制度以维护贵族等级特权

2．《左传》记载，晋国赵鞅率军与郑国交战于铁，临战发表誓词：“克敌者，上大夫受县，

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这反映出当时晋国

A．分封制度受到冲击 B．军衔制度普遍推行

C．宗法等级秩序变动 D．国家政权趋向松散

3．“早期汉代统治者基本上延续了秦代的政府制度，但汉高祖作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来说

引人注目也可能是必要的一个退步。”这一“退步”是指

A. 郡国并行 B. 师法黄老 C. 设置刺史 D. 颁推恩令

4．“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

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该材料表明

A．皇帝和谏官矛盾尖锐

B．皇帝的权力受到宰相的制约

C．监察制度适用于监督宰相

D．谏官的职责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

5．唐中宗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而径自封拜官职，因心怯，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

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

墨敕”，这表明

A．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权力高于皇权 B．唐朝中枢机构的行政决策具有民主性质

C．唐中宗时期皇权有所弱化 D．国家制度对皇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6．唐代安史之乱时，长安和洛阳俱失，地方州郡还是有办法可以各自为战，并最终平叛；

北宋时金兵内侵，只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你认为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

的主要原因是

A．唐朝经济繁荣远胜北宋 B．北宋军事实力弱于唐朝

C．金兵力量强于唐朝叛军 D．北宋地方财权全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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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能够支撑这个

观点的史实是

A．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割相权 B．派文臣到地方做知州

C．置通判监督地方长官 D．设转运使将财权收归中央

8． 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的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认为他

是一个权臣，质疑他行使权力的正义性。这种质疑是基于

A．儒学的道德准则 B．内阁首辅越权理政

C．明代的社会风尚 D．执政的能力水平

9．有学者把 17 世纪东西方两位末代君主（英国查理—世和明朝崇祯皇帝）的暴亡，视

为两个民族历史的一个楔子———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

显加快。此说法的着眼点在于

A．社会形态转变 B．政权发生更替 C．国力对比变化 D．生产力对比变化

10．自国家产生以来，“如何治国”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话题，春秋时期的管

子曾有这样的看法，“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

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也；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这里管子主要强调

A．君主的才能 B．制度的建设 C．人才的任用 D．创新的意识

11．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之“体”，始终存在着监察、谏议和封驳制度，并通过“微服

私访”、“采诗观风”、公开巡视，设置“谏鼓谤木”等机制进行民间政治信息的

收集，这些制度和机制

A．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B．避免了专制主义的危害和弊端

C．杜绝了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D．有效保证了官僚机构的廉洁和效率

12．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

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

役流”。由此可知

A．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严惩官吏

B．中国各朝代法律的突出特点都是轻罪重刑

C．严刑治贪是中国古代反腐立法的重要特点

D．严格执法是保证中国古代吏治清明的关键

13．公元前 621 年雅典的《德拉古法典》出现了抽签选举等相关条款；执政官梭伦将改

革条文刻在 16 块白色旋转的木板上，公布于市场；“陶片放逐法”的最初目的是为

了防止僭主政治的复辟。对上述雅典法律的理解正确的是

A．雅典成文法诞生于公元前 6 世纪 B．以法律形式体现民主精神与原则

C．梭伦借鉴《十二铜表法》立法经验 D．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14．“这种专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在需要

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过去，轰然一声，连呻

吟都一并淹没在尘土之中。”这主要说明雅典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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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B．实质是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工具

C．带有强烈的不宽容性 D．受到道德和规则的约束

15．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单一政体导致政治混乱的历史现象时，提出了“混合政体

理论”，这一理论被古罗马发展和实践为“共和政体”。思想家西塞罗对共和主义

理念作出阐释：“要知道，最好是国家包含可以说是卓越的王政因素，同时把一些

事情分出托付给显贵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协商和决定。”此处的“共

和主义”

A．是一种僭主政体 B．追求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C．强调各阶层的参与和妥协 D．是单一的民主政体

16．古罗马《民法大全》中规定：“没有东西比皇帝陛下更高贵和更神圣。皇帝的敕令

具有法律的效力。”这说明

A．罗马法在实际生活中形同虚设 B．皇帝的敕令是法律组成部分

C．所谓法律，就是皇帝颁布的敕令 D．除皇帝外，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7． 罗马法在程序法律方面确立了很多基本原则，如：审判员不得审理与已有关的案件；

举证的义务由主张者而不是否认者承担；单一证据不能证明，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

证明；判决应当与请求相对应等。确立这些原则的直接目的是为了

A．更好地维护奴隶主的利益 B．确保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C．防止法官以权谋私 D．确保被告不受冤屈

18．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

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习俗。”这里的“理性”反映了罗马法

A．完全摒弃了习惯法 B．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

C．以尊重自然权利为基础 D．因时势变化而发展

19．白献竟教授在新作《地中海奇迹》中写道：“古罗马……众多的英雄豪杰描绘出一

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帝国的辉煌给整个欧洲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下列符

合“不可磨灭的烙印”的是

A．罗马法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源头

B．罗马建成了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

C．罗马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近代成文法典

D．罗马法中蕴涵的人人平等等法律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2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

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这里的“结构变迁”主要指

A．地理大发现 B．资产阶级代议制在英国确立

C．启蒙运动的开展 D．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21．1867 年，宪政学家沃尔特·巴奇霍特在其代表作《英国宪政》中指出：英国宪政制

度“有效运行的秘密，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密切结合和近乎一体的融合”。当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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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体制能够体现这种“融合”的是

A．国王与议会在国家权力上实现了平衡

B．议会兼具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职能

C．内阁和议会相互制约并彼此负责

D．首相兼政府首脑和下院多数党领袖于一身

22．法国《人权宣言》被誉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和“新制度的诞生证书”。主要是

说这一宣言

A．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任务彻底完成 B．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理论依据

C．宣告了法国共和制的确立 D．以法律形式否定了王权、神权和封建特权

23．李大钊说：“19 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血潮之

中”。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19 世纪全世界政治文明之源头是法兰西民族创造的文明

B．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为 19 世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奠定基础

C．19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与法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D．19 世纪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因法国频繁的革命而受阻

24．下面是近代法、德两国政体的比较，表中①②③处应填的内容分别是

项目 法国共和制 德国君主立宪制

国家元首 总统 皇帝

国家元首产生方式 ① 世袭

国家元首任期 任期制 终身制

政府首脑 总统 ②

国家权力中心 ③ 皇帝和首相

A．世袭、君主、总统 B．选举、首相、议会

C．世袭、首相、议会 D．选举、君主、议会

25．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对伊宣战演讲，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了对伊拉

克的军事行动。依照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如何来看待这一军事行动的实施

A．美国总统在派兵参战之前，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B．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可以由其根据情况的需要自行决定

C．宣战权等交由国会控制，总统必须对国会负责

D．总统的权力在不断扩大，可以凌驾于国会之上

第 II 卷（非选择题 共 50 分）
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共计 50 分。第 26、27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

生都必须作答。第 28、29 题为选考题，考生任选一题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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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 分）某班同学在历史课上开展以“古代、近代中西方政治文明”为主题的学习和

探究活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探究问题一： 中国古代的政体与选官制度

材料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

不得不变。

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始皇尽灭六国以开

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

汉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

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

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

——钱穆《国史新论》

探究问题二：英美民主政治的评价

下表是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性学习活动中，两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得

出的结论。

组别 材料 结论

英国组

1689 年以后的英国离民主制还远得很，英国的

新政治体制无非是寡头政治。

——《欧洲文化史》

《权利法案》的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

为一个民主国家。

——《全球通史》

17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上

半期，英国民主化的趋势

不断发展。

美国组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

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

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

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

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

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H．科特《欧洲的美国精神》

美国通过革命建立起的

民主政体，是世界资产阶

级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最

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之

一。

请回答：

（1）分析材料一，说明“天下变局”是指什么？（2 分）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由西周至

秦汉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的变化。（3 分）

（2）材料二中的“这两种制度”各是什么？（4 分）为什么说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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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4分）

（3）有同学认为，英国组的材料不足以得出最后的结论。请你根据所学知识，补充相关

的史实。（4 分）

（4）指出美国组材料中关于“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的含义。（2 分）结合所学知识，

说明美国民主政治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

的表现。（3 分）

（5）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政治制度建设的看法。（4 分）

27. （12 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2007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被称为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融冰之旅”。温总

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我还想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快速发展，中

国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

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某班同学在收看了有关的电视新闻后，对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

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以下四种观点：

甲：明治维新的措施中，对日本发展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乙：明治维新的措施中，对日本发展影响最大的措施是推行殖产兴业。

丙：明治维新的措施中，对日本发展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倡导文明开化。

丁：明治维新的措施中，对日本发展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建立新军队。

（1）你认为以上四种观点各自的依据是什么？（8分）

（2）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某人在明治维新前属于贱民，明治维新

后，他的身份和权利发生了什么变化？（4分）

28．（12分）【民主思想与实践】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都具备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两场革命都

取得了一些制度性成就，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革命的后续方面，法国大

革命和辛亥革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革命后出现了军政府和强人政治，大革命所标榜的

自由，民主，博爱，却要用拿破仑大军来保卫和传播，……两场革命后期出现的特殊历

史条件，使民主共和制让位给集权体制、文人政府让位给军人政权，成为一种必然的趋

势。……但从革命的结局来看，法国大革命取得了成功，而辛亥革命以失敗告终。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二 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

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革命的设计“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搞君主立宪会

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而“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还是避免为

好。有的则套用现代化的理论，认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

的高度权威却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革命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权威，所以无法进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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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动员，以致近代化进程中断。

——摘自《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革命取得的重要成果。（5分）

（2）简要评述材料二中学者们对辛亥革命反思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多角度论证；逻辑清晰、表述准摘。）（7分）

29．（12分）【战争与和平】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阅读材料，完成下

列各题。

材料一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一种多项的

新闻、文化奖，被视为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1948

年，美国漫画家鲁布·哥德堡的时事漫画“今天

的和平”（见右图）获得普利策奖。

材料二 1993 年年末，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脱口而出地说：“啊，我想念冷战。”

确实，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除了给一些国家提供发展机遇外，还给了美国国力发

展以多方面的刺激。有一个美国人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国

家，只有外部的各种挑战可以使它团结起来”。“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

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

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受到苏联挑战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找到了帮助

那些受压制者的‘国家安全’的理由。”

一一齐世荣《15 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漫画“今天的和平”为什么在当年能获得普利策新闻

奖？（3分）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以“冷战的后果”为主题进行论证。(9分)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