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高一历史上学期期末考试试题（含解析）

（时间：60 分钟 满分：100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1. 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

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庭乱。”这表明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目的是

A. 确立嫡长子的最高地位 B. 防止内部纷争，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C. 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统治秩序 D. 保证贵族血统的纯正

【答案】C

点睛：宗法制是西周实行的重要的政治制度，是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西周灭商以后，为了巩固

自己的统治，采用分封制和宗法制。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血缘关系确保了政治的稳定。

一般来说，凡是材料中出现祖、宗、家谱等字眼的，大多与宗法制有关。

2. 据史书记载：秦朝某官吏“纠弹为之责，私言于始皇，百官甚畏之。”史籍称之为“风霜

之吏”。此官职应是

A. 丞相 B. 太尉 C. 御史大夫 D. 郡守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根据材料中的“纠弹为之责，私言于始皇，百官甚畏之”，可知该官职应

该属于监察官员，按照秦朝的官制，只有御史大夫属于监察官员，负责监察百官，所以此官职

应是御史大夫，故答案为 C 项。丞相为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排除 A 项；太尉负

责管理全国军务，排除 B 项；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排除 D 项。

3. 秦朝中央官职设三公九卿。其中九卿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警卫；卫尉，

掌宫门警卫；太仪，掌御用车马；廷尉，掌刑法……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及皇帝的生活供应。

由此可见，秦朝中央官制的特点

A. 分工明确，彼此牵制 B. “国”与“家”同治

C. 垂直管理、分层管理 D. 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

【答案】B



点睛：秦朝中央官僚机构具有以下特点：①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官制。三公分工严密，

各司其职而又互相牵制，最终大权操纵在皇帝一人手中，保证专制皇权不致旁落。②充分体现

出“家天下”的特点。“九卿”中奉常、宗正、郎中令、少府等官职都是为皇室专设的，是为

皇帝一家服务的。国与家同治，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的特点。

4. “史实”“史论”“史识”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史实即历史事实；史论即对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史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

下列对郡县制的叙述属于“史识”的是

A. 它分郡县两级，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

B. 郡县制是中央对地方政权进行有效控制的制度

C. 郡县制开中国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先河，影响深远

D. 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解读材料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抓住题干中“史实”“史

论”“史识”的定义来分析，可知 C 项中的认识是在分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属

于“史识”，故答案为 C 项。AD 项属于史实，排除；B项是对郡县制的评价，属于史论，排除。

5. 中国古代的官衔机构、官职名号各有渊源。“行省”以“行中书省”得名，巡抚则以“巡

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名,“刺史”有“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之意。从名称寓意

来看，“刺史”应是

A. 地方的封疆大吏 B. 中央朝廷的重臣

C. 皇帝的内侍人员 D. 具有监察地方的职能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中的文字“省察治状，

黜陟能否，断治冤狱”，说明刺史具有监管地方治安、罢黜庸官和司法审判的职能，由此可知

刺史具有监管地方的职能，故答案为 D 项。其他三项表述与刺史职责不符，排除 ABC 项。



点睛: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为强化皇权而设立的，

本质上是加强专制主义统治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官员的腐败，对现今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有借鉴作用。

6. 科举时代流传着“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的说法，到明代更是出现了考取功名者“强

半寒素之家”的现象。由此可见科举制

A. 禁锢了人们思想 B. 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C. 强化了君主专制 D. 重视由下而上推荐人才

【答案】B

点睛：科举制的作用。①积极方面：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

官场的局面；扩大了专制政府有文化素养的行政人员的来源，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②消极方面：考试的科目及内容

都在儒学经义的范围内，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人。

7. 秦朝实行郡县制、汉武帝颁布推恩令、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历史上发挥的共同作用是

A. 加强中央集权 B. 巩固国家统一 C. 强化贵族特权 D. 加强君主专制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实行郡县制、颁布推恩令，是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强中央权力，

削弱地方权力；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故答案为 A 项。B 项不是共同作用，排除；C 项不是三项措施的作用，

排除；材料中的三项措施是针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是解决君主与丞相之间的矛盾，所以不

能起到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排除 D 项。

点睛：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不

断受到削弱。但这种趋势也不是直线型顺利发展的，也有中央权力受到削弱的例外情况。西汉

实行郡国并行制，封国有时与朝廷对抗，并且导致“七国之乱”，中央权力一度受到削弱。唐

朝节度使势力强大，安史之乱后形成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晚清时期，伴随汉

族地方官僚集团势力的扩大，中央集权体制有所松动；民国时期军阀势力强大，形成实际上的

地方割据局面。



8. 历史学家钱穆以为古代中国：“皇室的权，总是在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在逐步降。”

下列史实体现这一观点的是

①西汉设立中朝

②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

③北宋设立枢密院

④明朝设置内阁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西汉设立中朝和北宋设立枢密院均是为了削弱相权，明朝设置内阁是在彻

底废除相权的背景下。这些措施实现了“皇室的权，总是在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在逐步降”，

故答案为 D 项。九品中正制作为一项选拔官吏的制度，不能带来“皇室的权”和“政府的权”

之间发生升降的变化，排除含有②的 ABC 项。

9. 汉宣帝曾称:“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郡太守）乎!”后来的帝王反复重申上述观

念,这主要体现了

A. 地方吏治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B.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

C.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后代所沿用 D. 历代帝王将汉宣帝作为治国榜样

【答案】A

10. “网络反腐”倡导“正能量”成为当下搜索热词。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已经确立官员监察

制度。下列哪一官职（或官员）不具备监察官员的职权

A. 御史大夫 B. 刺史 C. 中正 D. 通判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根据所学可知，中正是魏晋时期举荐官员的官职，不具备监察官员的职权，

故答案为 C 项。秦朝御史大夫具有监察百官的职权，刺史是西汉时期监察地方官员的官职，通

判是宋代监察地方知州的官员，均具备监察官员的职权，但不符合题意，排除 ABD 项。



点睛：本题属于否定选择题（逆向选择题）。此类选择题通常要求选出与史实不符的选项。其

特点是题干部分采用否定式的提示或限制，如用“不是”“无”“没有”“不正确”等词语，

所以要特别注意逆向思维。解答此类题可采用逆推法，即根据题意，首先找出与题干意思相符

的三个备选项，剩下的备选项就是题目要求的答案。解答此类题也可用正向思维或排除法。本

题要求选择“不具备”的选项，可以首先确定“具备监察官员的职权”的选项，最后确定正确

选项。

11. 美国汉学家白彬菊指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帝国

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这种变化使清政权在“中年”时走向昌盛，并最终延

长了其寿命。作者旨在说明军机处的设立

A. 使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B. 对皇帝权力有所约束

C. 有利于建立高效政府 D. 借鉴了西方民主制度

【答案】B

点睛：军机处的设立，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且加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得到进一步巩

固。但本题却反其道而行之，考查军机处对皇帝权力的约束。对于本题的回答，必须根据材料

内容，通过对材料主旨的概括提炼，得出正确选项。近年高考试题中，根据材料选择答案，正

确选项可能与教材观点存在冲突的试题也常有出现，考生特别需要注意此种情况。

12. 《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如果在夜里行窃的人被人当场杀死，则这种杀人的行

为被认为是合法的。”以上规定反映了该法的实质是

A. 很残酷但按律量刑 B. 极力保护私有财产

C. 保护了罗马人民利益 D. 重视良好道德的培养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分析材料可知，罗马法规定在个人财产遭到窃贼损害时可以杀死窃贼而不

受惩罚，充分说明罗马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反映罗马法的实质是极力保护私有财产。故答案



为 B 项。A 项反映的是表面现象而非实质内容，排除；C项说法宽泛，没有抓住实质，排除；D

项材料没有反映，排除。

13. 古雅典城邦的克里斯提尼执政期间，极力发展梭伦构想的政策，为了促进雅典政治制度进

一步民主化，减少政治混乱，以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特意制定了

A. 五百人议事会 B. 民众法庭 C. 平民保民官 D. 陶片放逐法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结合所学可知，公元前 6 世纪末古代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

确立，为巩固民主政治制度，采取投票表决的形式驱逐危害民主的人，以民主的办法反对民主

的敌人，实行陶片放逐法，故答案为 D 项。克里斯提尼改革尽管有设立五百人议事会的内容，

但不符合题意，排除 A项；设立民众法庭属于梭伦改革的内容，排除 B 项；设置保民官为罗马

共和国平民政治斗争的成果，排除 D 项。

14. 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指出：“梭伦的平衡被破坏，优势被赋予大众……此时雅典人

变得越来越民主”；“人民”迫使其“最睿智的人”和“最能干的将军”违背他们自己的判

断，进行了许多“愚蠢的战争”，国家由此最终遭到毁灭。为此他主张美国应实行

A. 直接民主 B. 人民民主 C. 法律至上 D. 分权制衡

【答案】D

点睛：美国 1787 年宪法在权力结构中突出分权与制衡原则。分权与制衡学说来自洛克和孟德

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美国人把思想、理论转变为实践和制度。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

指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

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

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可以看出，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种

类型的分权：①纵向的分权，即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州政府）的权力划分。这

种权力划分是通过联邦制来实现的。②横向的分权，即国家权力机构或州权力机构内部的分权。

这种权力划分是通过三权分立体制来实现的。

15. 按照美国 1787 年宪法、法国 1875 年宪法规定，表中①②③④处应填写的内容依次是



A. 普选方式、四年、行政权、对议会负责

B. 参众两院联席选出、四年、立法与行政权、对议会负责

C. 参众两院联席选出、七年、行政权、不对议会负责

D. 普选方式、七年、立法与行政权、不对议会负责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国总统由参众两院联

席会议选出，任期七年；美国总统拥有行政权，不对国会负责，双方权力相互制衡，所以①②③④

处应填写的内容应该是参众两院联席选出、七年、行政权、不对议会负责，故答案为 C 项。 其

他三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ABD 项。

16. 为实现社会的转型，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作出了不懈探索。下列太平天国运动中提出的主张，

最符合社会转型趋势的是

A.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 B. “所有婿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

C. “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 D. “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

【答案】D

17.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在谈及民族主义时说：“一个正义的运动，只有情感是不够的，

民族主义也一样。没有理性的指导和束缚，就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人所利用。”下列能够论证

上述观点的是

A. 禁烟运动 B. 太平天国运动 C. 义和团运动 D. 洋务运动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材料中的“民族主义”表现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情感；“没有理性的指

导和束缚”，说明该历史事件具有较大的盲目性；“被各式各样的人所利用”，说明最终失败

的结果。综合上述分析，能够论证题干观点的是义和团运动。故答案为 C 项。禁烟运动是理性

的，排除 A项；太平天国运动不存在被利用，排除 B 项；洋务运动同样是理性的、不存在被利

用，排除 D 项。

18. 1919 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与

我们民众的大多

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

民主，也是

可以建设的。”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

A.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B. 结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

C.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D.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答案】D

19.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主要体现在

A.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B. 以民主和科学思想为指导

C. 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 D. 第一次拒绝由列强制订的和约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将五四运动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主要体现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的不同。故

答案为 C 项。五四运动中“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只是一种态度和精神，不是说取得彻底胜利、

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排除 A 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排除

B项；D 项不符合史实，排除。

点睛：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领导力量的不同来划分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

台，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之后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不同于之前的主要由资产阶级领

导的革命。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逐渐和工人运动结合在

一起，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20. 1824 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购买了 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许多“公社”，实行

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然而，这些“公社”不久都瓦解了，其基本原因是

A. 社员们思想觉悟太低 B. 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

C. 人们不理解他的主张 D. 缺乏大量的后续资金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用建立公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而 19 世

纪 20 年代的世界历史潮流是发展资本主义，欧文的设想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不适

合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注定要失败，故本题答案为 B 项。其他三项都是“公社”超越历史发展

阶段的表现，不是基本原因，排除 ACD 项。

21. 《全球通史》中写道：“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号召立即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

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越得人心。那些在四月

份似乎是稀奇古怪的口号，半年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这里所说的“第二次革命”的直接

目的是

A. 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B. 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C. 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D. 巩固苏维埃政权

【答案】A

点睛：俄国二月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形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

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十月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2. 下列中国革命的圣地与取得的重大成就搭配正确的一项是



A. ①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B. ②中共找到了革命的新路：工农武装割据

C. ③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D. ④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针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井冈山时期中共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遵义会议标志着

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1945 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49

年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针。根据上

述分析，D项搭配正确，故答案为 D 项。其他三项搭配错误，排除 ABC 项。

23. 在太原会战中中央军、晋军正面防御，八路军攻击敌军两翼。115 师切断了忻口与张家口、

北口的敌军

交通线；120 师切断了忻口与大同的交通线；129 师陈锡联偷袭了阳明堡机场，削弱了日军对

山西战场的空中威胁……这说明

A.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战主力 B. 太原会战是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C.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 D. 太原会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典型

【答案】D

24. 以下是四幅战争形势图。其中，哪些是解放战争最高潮时期的战役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图①所示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属于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反攻阶段；图②

所示为辽沈战役，图③所示为淮海战役，图④所示为平津战役，属于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决战即

最高潮时期的战役。故答案为 D 项。排除含有①的 ABC 项。



点睛：本题属于组合式选择题。组合式选择题，就是将同类选项按一定关系进行组合，通常在

题干中列出三组或三组以上的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等，并冠之以数字序号，然后分解组成备

选答案作为选项。它的主要特点是容量大、考查的知识点多，可以是知识归类，可以是评价分

析，也可以是异同比较。组合式选择题的常见解题方法有肯定法、排除法、求同存异法、选基

顺藤摸瓜法等。肯定法即凭借对一些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直接作答。排除法即找出一项或两

项不符合题目要求的题肢，排除它，逐步缩小范围，最后留下正确选项。求同存异法即将备选

项中相同的题肢放在一边不管，而将所剩余相异的题肢加以比较辨析，从而根据题干的要求得

出正确答案。选基顺藤摸瓜法，即根据自己能够熟练掌握的知识先确定一个或两个正确的选项，

以此作为基点，然后以此对其他各选项进行比较辨析，从而得出正确答案。

25. 2015 年 11 月，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双方都强

调要坚持“九二共识”，深化两岸合作。“九二共识”是指海峡两岸

A. 实行通邮、通航、通商 B. 践行“一国两制”构想

C.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D. 允许居民相互探亲和旅游

【答案】C

点睛：1992 年，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在进行事务性商谈中，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

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来人们将其冠名为“九二共识”。“九二

共识”的达成表明，自 1949 年以来，两岸虽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并没有分裂，两岸

在法理上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这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

间的关系而不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对于“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

和台湾都没有进一步明确其中的内涵。

26.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主义，

而反对饥饿、贫穷、悲惨、混乱。美国政府应尽力缓和局势，协助欧洲走上复兴之路……”为

此美国实施了

A. 杜鲁门主义 B. 马歇尔计划 C. 北约的成立 D. 德国的分裂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1947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对欧洲经济

的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故答案为 B 项。杜鲁门主义是指杜鲁门在国会的演说，提出要以

“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排除 A 项；北约是 1949 年

成立的一个反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排除 C 项；1949 年德国分裂是美苏冷战对

峙的结果，排除 D 项。

点睛：杜鲁门主义是针对“希土危机”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西欧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

战后西欧各国经济困难、政局不稳、资本主义秩序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一项经济援助计划。

杜鲁门主义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也包括军事上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只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西欧经济的恢复和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美国控制

西欧。

27. 有人这样评价当今世界：“当今世界，巨人林立，美国是萎缩的巨人，日本是独脚巨人，

俄罗斯是生病的巨人，欧洲是缺乏凝聚力的巨人，中国是潜在的巨人。”如果这一评论具有一

定的针对性和概括性，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

A. 美、日、欧、俄、中共同主导的多极世界

B. 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

C. 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趋势

D.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答案】D

点睛：两极格局与多极化趋势之间的关系是：（1）多极化趋势是在两极格局下出现的。多极

化趋势并不是在两极格局终结后才形成的，而是在两极格局下，出现了冲击当时国际格局的力

量。（2）两极格局终结后多极格局尚未形成。1991 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但到目前为

止，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处于由旧格局终结向未来将要形成的新格局的

转变过程中。（3）两极格局终结对多极化的影响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两极格局终结后，

并没有出现单极格局，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等多个政治力量正

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28. “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

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句话的含义被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

A.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B. “另起炉灶”

C. “一边倒” D. “和平共处”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

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为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奠定

基础。故答案为 A 项。“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

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排除 B 项。“一

边倒”就是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排除 C 项。D项材料不能反映，

排除。

点睛：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三大政策体现的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独

立自主。三大政策的本质是在外交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地位。三

大政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外交政策，以争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支持。三大政策是为指导新中国发展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提出的，具有运用上的强烈针

对性和时代局限性。

29. 1954 年 12 月,缅甸总理吴奴应周恩来邀请回访中国时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

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怖的。

但是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缅甸消除这种恐惧主要是基于中

国

A. 奉行“一边倒”政策 B. 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C. 倡导多边外交 D. 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答案】D

点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中国提出、后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处理国家关

系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成为新中国外交成熟的

标志。

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注重参与联合国外交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

交活动，下列地区性国际组织中以中国为主导的是

A. 亚太经合组织 B. 东盟 C. 上海合作组织 D. 欧盟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在中国上海成立，中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

活动，并发挥了主导作用。故答案为 C 项。中国于 1991 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但并未起到主

导作用，排除 A 项；中国不是东盟和欧盟的成员国，不可能起到主导作用，排除 BD 项。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3小题，31 题 12 分；32 题 14 分；33 题 14 分，共 40 分）

31. 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中外学者各不相同，甚至有的观点针锋相对。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问题。

材料一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写道：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

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秦王政的这些活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材料二黑格尔（1822 年）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

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

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

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运用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中的一个或两个观点。

（说明：可以赞成或反对，也可提出新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答案】示例一：赞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专制落后的观点。

论证角度一：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角度二：中央集权加强，限制了地方自主性和创造性；

角度三：专制制度是为了维护封建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

芽的发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角度四：君主专制下，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钳制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

示例二：赞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也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的看法。

论证角度一：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角度二：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

发展；



角度三：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角度四：为人类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点睛：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这类试题往往给出（或从材料中总结出）两个以上的观点，每种

观点都有其道理，考生可以同意其中任何一种，也可以都不同意，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相应

观点进行分析说明。这类试题的命题意图是考查考生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开放思维的意识。解答

开放性试题，要防止感情用事，选取自己熟悉的观点进行阐述对答好开放性题特别重要。从高

考得分的角度讲，应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与教材观点相近的论点为阐述对象，这样论证

起来可以从教材中获取较多的相关历史资料，以说明相应的观点。（2）选择历史材料与理论

依据最多的论点为阐述对象，可以看一下哪一种观点可以从材料中获得更多的资料支持。另外，

有些问题除了需要材料论述外，还需要一定的理论说明，论点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也是选取

观点的重要依据。

32. 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问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像钟摆一样，中央集权过大了，地方运转不好，那就要放一

点权；放权放得太厉害了，容易造成地方各自为政，中央管不了了，那就要收权。……从宋代

起中央集权就高度发达了，其时地方分权最弱。……

——摘编自凤凰网：周振鹤《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像钟摆一样》

材料二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代议制在广土众民范围内真正实行民主治理的国家，它建

立了一整套模式，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的来说，美国的民主是人们通

过许许多多的“妥协”来完成的，而任何成功的妥协，都既需要足够的气度，也需要高超的技

巧。

——摘编自《世界文明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北宋主要是通过哪些官制的变化来实现“中央集权

高度发达”的？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通过实行哪一制度“较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美国的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妥协的产物，结合 1787 年宪法的内容加以说明。

【答案】（1）变化：



①派文官任州郡长官；

②设通判，负责监督；

③设转运使，将赋税权收归中央。

（2）制度：联邦制。说明：

①联邦政府是各州的中央政府，但各州在行政上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缓和了中央和地方的矛

盾。

②参议员每州 2 名，众议员根据各州人口比例选出，缓和了大州和小州矛盾；

③没有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度，而且南方的黑人按 5 分之 3 人口计算，缓和了南方和北方矛盾。

（2）本题同样如此，材料只是提供了回答问题的角度：怎样以“妥协”来“较好地处理了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本题只能根据所学知识回答，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在美国政体中的体

现就是联邦制。美国民主政治中妥协的表现，可以联系 1787 年宪法的内容说明，联邦政府与

州政府之间、大州与小州之间、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的制度安排，都能有所体现。

点睛：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型材料解析题，往往材料主题只是一根引线，需要回答的内容从材料

中难以归纳得出，主要是根据教材相关内容回答。这一类试题必须明确材料的指向，弄清材料

主题指向教材的那一部分内容，再看题目所问，然后根据教材相关内容回答。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法治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外交上努力拓展，积极融入世界。阅读材

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

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材料二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材料三下图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活动及成就。



请回答：

（1）材料一所说的“特殊民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体现？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和创

新？

（3）根据材料三，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活动的特点。

【答案】（1）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

（2）探索与创新：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建设；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成为治国方针。

（3）实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推进新型区域合作。

（3）本题要根据材料，从（一）（二）项来看，均涉及联合国，体现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特

点。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均属于地区性国际组织，中国积极参加，说明中国致力于推

进新型区域合作。本题的回答要通过对材料信息的归纳总结。

点睛：对于文字材料题的解答，先读设问，后读材料，带着问题看材料。阅读材料时要注意看

两头，找信息。材料的首尾两头，往往是命题者对材料的出处和内容作简要介绍的地方，内容

一般包括材料的背景、时间，甚至材料的中心等一个或多个信息。这些说明性文字，往往给解

题者某种暗示和引导，有可能埋伏着解题所需的信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解题过程中，要

注意从材料与课本的链接处找出相似点。只需确定了材料与课本某方面知识的关联，回答问题

就不难了，甚至有的设问可以在课本中“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