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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高二第一学期期末模拟试题

历史试题
一、选择题

1．商周时代，土地为国家公有，由贵族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生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

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这两种耕作方式都 ( )

A．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B．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畴

C．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D．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2．周代宗法制有利于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巩固周朝政治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但历代周天

子自身也在不断破坏宗法制（如周幽王废太子立褒姒子），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宗法制不利于巩固政权 B．宗法制约束了周天子权力的行使

C．诸侯国实力壮大 D．后世周天子素质日下

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下列经济现象最早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是( )

A．铁犁牛耕／草市／私营纺织作坊 B．铁质农具／小农经济／重农抑商

C．男耕女织／盐铁官营／棉纺织业 D．精耕细作／重农抑商／丝绸外贸

4．秦始皇在划定郡界时，采用“犬牙相入”的原则，不完全根据自然地理区划，西汉初年

在划分平原地区的郡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时，也采用了“犬牙相制”的原则，使各个

政区的辖境相互交错。这样做的目的是 ( )

A．促进各地的交流 B．防范地方割据

C．推动各地均衡发展 D．强化地方权力

5．下表反映了西汉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粮食）与支出情况，据此可知 ( )

项目 数量(钱) 备注

收入 粮食 8500 折算为货币的大致数值

支出

赋
田租(上交实物) 283 折算为货币的大致数值

人头税(上交货币) 406

役 徭役与兵役 2200
部分兵役，农民亲身应役，

其他以货币代役

开

支

食 4918

以战国时期的数据为参考衣 2732

祭祀等 300

A．西汉农民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B．西汉农业生产力普遍得到提高

C．西汉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 D．西汉农民的收入主要供给官府

6．两汉时期，地方长官（郡太守）拥有自辟僚属和察举大权。长官与僚属形同君臣，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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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调或僚属离职后，长官依旧自居“故主”，僚属则成为“故吏”。当时风气，故主有难或去

世，故吏要尽力营救，甚至为之守丧三年。被察举者承担的义务与故吏类似。这主要体现了

( )

A．察举制影响了人才选拔 B．郡县制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C．早期官僚政治尚不成熟 D．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集中

7．西汉时期的犁铧比战国时有所改进，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以及大

型犁铧等。而且政府曾下令禁止杀牛和盗牛，并在北方边境设苑养马。这主要表明西汉时期

( )

A．政府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 B．精耕细作的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C．生产方式出现了质的革新 D．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

8．东汉安帝下诏：“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

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大臣召信臣认为这反季节蔬菜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这种看

法的理论基础是 ( )

A．勤俭节约 B．天人感应 C．重农抑商 D．格物致知

9．东汉末年，名教虚伪，玄学兴起。玄学家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依据表达思想

和寄托精神。在理学兴起前，许多士大夫醉心于此。魏晋玄学出现的背景是 ( )

A．儒家学说一度失去正统地位 B．九品中正制重视德行才能

C．老庄学说的思辨性受到重视 D．门阀政治受到了冲击挑战

10．北宋尚有“河东狮子吼”，而到了南宋“妇女裹脚”“贞洁牌坊”等现象比比皆是。宋代

是妇女社会地位急转直下的时代。宋代女性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

A．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更多男性 B．商品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观念

C．传统思想演变影响了社会生活 D．军事政策改变导致军队人员增加

11．有学者认为：“宋代科举官僚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临下界的君主，而是

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间本性、服从相同的伦理规范、遵守相同的行为准则的君主”。与

材料中信息不符的是 ( )

A．使君主专制遭到了削弱 B．目的是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

C．儒学在宋代有了新发展 D．希望对君主有道德上的约束

12．胡适在评论中国古代某思想流派时说：“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教、儒教的

混合产品。”据此可知，胡适评论的是 ( )

A．先秦儒学 B．汉代儒学 C．宋代理学 D．清代儒学

13．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顾炎武提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

矣。”顾炎武这一主张 ( )

A．背离了先秦儒家的政治理念 B．丰富发展了传统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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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彻底否定了孔子的思想权威 D．促进了早期启蒙思想产生

14．下列对联刻画的人物属于同一朝代的是 ( )

①长安市上酒家眠，醉后敢将天子傲；采石矶头明月好，当年犹说谪仙归；

②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③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④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③

15．下图是元代倪瓒的作品，对此他曾解嘲道：“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

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这说明倪瓒 ( )

A．思想中有辩证法特点 B．这一作品属文人写意画

C．直斥社会不合理现象 D．是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6．下列对中外历史人物观点的理解正确的是 ( )

观点 理解

A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学说奠定了中国民主思想的基础

B “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是基督教统治下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C “认识你自己” 该思想成为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源头

D “奴隶是人，他们的天性和其他人相同” 该学派主张人人平等，要求废除奴隶制度

17．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而不在于生存；凡善于考虑的人，一定是

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与人类的东西。这反映出他 ( )

A．思想中有进化论的成分 B．思想中包含有理性的内容

C．注意到对自然界的探讨 D．比较看重教育的现实作用

18．17—18 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空前的中国文化热。很多启蒙思想家讴歌和赞美中国的体制、

文官制度和伦理道德等，他们“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以及王

权，因而进人了现代社会”。这种现象表明 ( )

A．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比欧洲各国优越 B．中国文化在启蒙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

C．儒家学说与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相同 D．中国文化蕴含自由平等与理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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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康德不赞同公民用革命手段推翻统治者，认为可以对统治者的错误提出申诉，但必须等

待统治者的回应；卢梭则主张当人民的权利被政府篡夺并被用于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就

有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它。对两人思想分歧的认识正确的是 ( )

A．康德侧重于自由而卢梭更侧重于平等 B．分歧主要是实行人民主权的途径

C．康德反对人民主权而卢梭提倡人民主权 D．分歧根源在于两人阶级立场不同

20．牛顿的发现被认为跳出了神秘的黑匣子，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人类；达尔文被当时的支

持者称为“生物学领域的牛顿”。二者的学说都 ( )

A．反映了工业时代的要求 B．得到了科学实验的验证

C．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D．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21．下图分别是 1784 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和 1870 年格拉姆制造的发电机，它们分别代表

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关于这两项科技成果的共同点表述正确的 ( )

A．使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 B．都因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发明

C．都促使了应用该技术的国家调整生产关系 D．都产生于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22．网上购物以其商品信息量大、可选范围广、成本低、消费者主动性强的优势，为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这表明 ( )

A．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B．传统产业借助互联网的得以复兴

C．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D．网购将成为人们的主要购物方式

23．互联网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下面三幅图片主要反映了互联网 ( )

A．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B．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C．增加了人们的生活乐趣 D．推动了“新经济”的产生

24．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

未脱离净尽。”这表明《海国图志》 ( )

A．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 B．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D．是近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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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建议中国人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

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以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值得中

国人注意借鉴。这表明魏源 ( )

A．提出发展资本主义 B．主张进行变法维新

C．倡导“开眼看世界” D．主张全面学习西方

26．《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反思》中提到：近代流行过“道的文化与器的文化”论调，他

们借助《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提法，指出道的文化是形而上的，

器的文化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是核心，形而下的是辅助。持这种论调者的意图是( )

A．坚决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B．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C．倡导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 D．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27．史学家陈旭麓说：“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

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

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陈旭麓意在说明 ( )

A．只有“中体西用”，才能解决内忧外患

B．“中体西用”可以为西学的传入创造条件

C．“中体西用”消除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分歧

D．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28．甲午战争之后，新式学堂及学会的教学内容与发展目标，都偏重于西学或新学，但“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当时许多新式学堂及学会所推崇的口号。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

A．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 B．西学在中国传播迅速

C．清政府改革运动的推行 D．守旧、顽固势力较为强大

29．王韬在《锼园尺膜》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以

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与王韬的这一主张最为接近的是

( )

A．魏源 B．康有为 C．孙中山 D．张之洞

30．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

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据此可知，此时的陈独秀认为 ( )

A．改造国民性比政治变革更为迫切 B．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有局限性

C．政治斗争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D．批评时政不利于改造青年思想

31．1938 年 10 月，毛泽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

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

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此强调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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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B．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

C．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比基本原理更重要 D．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32．1976 年，物理学家维索特和列文向太空发射了一枚载有时钟的火箭。他们观察到，这

个时钟与放置在地球上的时钟相比，多获得了 1/10 微秒。这一实验可以用来验证( )

A．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B．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C．普朗克的量子理论 D．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

33．孙中山 1924 年演讲时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

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这里的“民生主义”与

“社会主义”的相同之处在于 ( )

A．都能体现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B．都主张彻底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

C．都提倡革命后土地完全公有 D．都解决了夺取和建立政权的问题

34．1993 年初，美国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在《中国 1992》一文中指出：“1989 年北京风波

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 1992 年烟消云散了。”

“怀疑烟消云散”是因为 ( )

A．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B．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D．“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35．“他们竭力回避尖锐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光和色的美，

寄托自己敏锐的探索精神。”下列作品与文中描述的艺术风格相似的是 ( )

二、非选择题（56 分）

36、(2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

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19 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

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

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

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

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

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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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在陈独秀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后，分别有人提出，还需要加上“费

先生”(Philosophy)或“穆姑娘”(Morality)，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

以哲学或道德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这首先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且正是对这种

反思的认可导致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自身文明的态度上的转变。“五四”前后兴起的新

儒家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倡哲学与道德以弘扬精神文明、以补民主与科学之不足的方向上展

开的，因而仍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可：不仅没有人否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启蒙

的声音仍是其中的最强音。 ——唐文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

(1) 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点”来到时所具备的历史条件。(6 分)

(2) 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康有为对待孔子的态度及其面临的时代背景。指出康有为“三

世说”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12 分)

(3) 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派与新儒家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态度。(8

分)

37、（18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751 年，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下开始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全名

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参加撰稿的多达 160 人，其中有老一辈的启

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自然科学家达朗贝尔、孔多塞，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

霍尔巴赫，文学家博马舍，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等人。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

误，用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统治，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参加编撰的作者被人

们尊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人数众多，影响极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

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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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

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

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

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了 1895—1911 年期间的变革。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

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 6 版)

(1) 据材料一，概括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原因及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6 分)

(2) 据材料二，分析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和特点。(6 分)

(3) 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影响。(6 分)

38、（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第一阶段，在西方文艺复兴与

启蒙运动的文化形象中不断美化中国的器物、制度、思想。第二阶段，从启蒙运动后期到帝

国主义时代，在启蒙哲学背景下，悠久的中国历史则因为其停滞变成一种具有反面的、否定

性意义的野蛮特征。

——摘编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文化形象》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说明：围绕材料中的一

个阶段的认识展开评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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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县一中 2016-2017 学年度高二第一学期期末模拟试题

历史试题【答案解析】
1．【答案】C【解析】土地国有制下，实行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故 A 项错误；土地为国家公有，由贵族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故 B 项错误；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实行男耕

女织的农业经济，两者都是顺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行的，故 C 项正确；商周时期实行

集体耕作，并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故 D 项错误。

2．【答案】B【解析】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

部的稳定和团结，故 A 项错误；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制，这约束了周天子权力的行使，

故 B 项正确；诸侯国实力壮大，周天子权威受削弱，与材料所述的“周天子自身也在不断的

破坏宗法制”不符，故 C 项错误；后世周天子素质日下，不是主要原因，故 D 项错误。

3．【答案】B【解析】草市出现在魏晋时期，故 A 项错误；铁质农具、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

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故 B 项正确；盐铁官营出现在汉武帝时代，棉纺织业出现在宋以

后，故 C 项错误；丝绸外贸出现在汉代，故 D 项错误。

4．【答案】B【解析】不按自然地理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各地的交流，故 A 项错误；“犬

牙相入”“犬牙相制”，能够从地理上限制地方势力，防范地方割据，故 B 项正确；不按自然

地理划分行政区域并不能起到推动各地均衡发展的目的，故 C 项错误；这样做削弱了地方权

力，故 D 项错误。

5．【答案】A【解析】整个表格分支出与收入两部分，收入：8500(钱)，在支出中：供给官

府(赋役两部分)2889(钱)，开支部分：7950(钱)，总的开支：10839(钱)，支出多余收入，故 A
项正确，西汉的生产力获得提高，但是材料中并未体现出来，故 B 项错误；农业商品化是指

农业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或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转化的过

程，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是主要特点，受到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民缺乏商品意识，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参与市场、改进技术的

积极性不高，且材料中并没有体现，故 C 项错误；其中官府开支所较家庭开支占比例较小，

故 D 项错误。

6．【答案】C【解析】题干“被察举者承担的义务与故吏类似”主要体现的是汉代的察举制

所形成的官僚之间的特殊关系，故 A 项错误；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故 B 项错误；

题干中长官与僚属形同君臣，长官升调或僚属离职后，长官依旧以“故主”自居。被察举者

承担的义务与故吏类似，说明察举制下，被察举者与察举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主仆关系，从而

影响了君主对官员的控制，说明这一时期官僚政治尚不成熟，故 C 项正确；最高执政集团尚

未实现权力集中是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故 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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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案】B【解析】材料中体现了西汉时期铁犁的改进和政府保护耕牛，不能体现政府强

化了重农抑商政策，故 A 项错误；铁犁的改进和政府保护耕牛说明古代中国精耕细作的农

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故 B 项正确；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铁犁牛耕，西汉时期铁犁

的改进不能体现生产方式出现了质的革新，故 C 项错误；材料体现的是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铁犁牛耕的变化，不是经营方式的变化，故 D 项错误。

8．【答案】B【解析】材料是对食用反季节蔬菜的探讨，与勤俭节约无关，故 A 项错误；天

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大臣召信臣认为这反季节蔬菜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

反映的是天与人的感应，故 B 项正确；材料是对食用反季节蔬菜的探讨，与重农抑商无关，

故 C 项错误；格物致知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D项错误。

9．【答案】C【解析】儒家学说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未失去过正统地位，故 A 项错误；九品中

正制重视门第高低，故 B 项错误；题干中“玄学家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依据表

达思想和寄托精神”说明老庄学说符合当时士人的精神追求，故 C 项正确；魏晋时期门阀政

治正是鼎盛时期，故 D 项错误。

10．【答案】C【解析】在宋代之前精耕细作的农业就需要更多男性，故 A 项错误；商品经

济发展能够促进思想的解放，提高妇女的地位，不是降低妇女的地位，故 B 项错误；宋朝理

学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的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他的思想在社会上

产生很大影响，影响到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故 C 项正确；军队人员增加与女性地位变化没

有直接联系，故 D 项错误。

11．【答案】A【解析】材料中所表述的，正是程朱理学在宇宙、社会和人性方面的体现，“存

天理，灭人欲”维护的也正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体制，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使君主专

制政体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故 A 项错误，符合题意；程朱理学是对传统儒学的进一步改造

发扬，目的正是维护儒学在政治和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故 B 项正确，不符合题意；程朱理学

和其后的陆王心学，都是对先秦儒学和董仲舒新儒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故 C 项正确，不符

合题意；由“宋代科举官僚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临下界的君主，而是一个与

自己具有相同的人间本性、服从相同的伦理规范、遵守相同的行为准则的君主”，不难看出

宋代儒生希望对君主有道德上的约束，故 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12．【答案】C【解析】先秦儒学属原始儒学，佛教尚未传入，道教尚未形成，故 A 项错误；

汉代儒学指董仲舒新儒学，同理，佛道尚未传入与形成，故 B 项错误；宋明理学，把儒学上

升到“理”的高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是三教合一的产物，故 C 项正确；清代儒学适

应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提倡工商皆本、学以致用，与佛道无关，故 D项错误。

13．【答案】B【解析】根据所学，明清儒学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故 A 项错误；明清

新思想，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治，是对儒学的新发展，故 B 项正确；

明清新思想属儒学范畴，核心思想不变，故 C 项错误；顾炎武思想本身属于早期启蒙思想，

故 D 项错误。

14．【答案】A【解析】①“长安市上酒家眠，醉后敢将天子傲；采石矶头明月好，当年犹

说谪仙归”写的是唐朝“诗仙”李白；②“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写

的是唐朝“诗圣”杜甫；③“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写的是宋朝著名词人辛弃疾【这是郭沫若为辛弃疾纪念祠题写的对联】；④“写鬼写妖，高

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写的是清朝的蒲松龄；①和②均是唐朝，选择 A 项符合题

意。

15．【答案】B【解析】倪瓒说的是评价其作品时的判断标准，不是辩证法思想，故 A 项错

误；按照倪瓒的意思，他的作品“聊以写胸中逸气”，主要是表情达意，“岂复较其……哉？”，

并不在意事物外形的准确性，故 B 项正确；虽然材料中出现“胸中逸气”，但是并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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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社会不合理现象”，故 C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涉及心学的关键信息，故 D 项错误。

16．【答案】C【解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而不

是奠定中国民主思想的基础，故 A 项错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

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不是基督教，故 B 项错误；“认识你自己”第一次哲学意义

上发现自我，是对理性的推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是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源头，故 C
项正确；“奴隶是人，他们的天性和其他人相同”是罗马的斯多亚哲学家塞内卡说的，强调

人生而平等，但不要求废除奴隶制，故 D 项错误。【斯多亚学派，也称斯多阿学派，是塞浦

路斯岛人芝诺（Zeno）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英

文 stoic，来自希腊文 stoa。stoa 原指门廊，后专指斯多葛学派）聚众讲学而得名。斯多

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一个影响极大的思想派别。芝诺被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者。斯

多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内斯、塞内卡、埃彼克泰特、马可·奥勒留等。斯多葛派认为

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所谓"世界理性"，就是神性，它是世界的主宰，个人只不过

是神的整体中的一分子。所以，斯多葛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在社会生活中斯多葛派强调顺从

天命,要安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要恬淡寡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他们自称是

世界主义者，打破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传统界限，宣扬人类是一个整体，只应有一个国

家，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也应由智慧的君主来统治。这种理论是为马其顿统

治希腊服务的。在国家观方面，斯多葛派认为，国家不是人们的意志达成协议的结果，而是

自然的创造物。在宇宙观方面，把宇宙看作是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由原始的神

圣的火种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火花。因此，

人应该协调自身，与宇宙的大方向相协调，最终实现这个大目的。】

17．【答案】B【解析】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故 A 项错误；

根据材料“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根据其思考而追求”，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包含了崇尚

理性的一面，故 B 项正确；材料不涉及自然界问题，故 C 项错误；材料未体现教育的作用，

故 D 项错误。

18．【答案】B【解析】17、18 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时期，而同时期欧洲已确立资产阶级新

政体，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故 A 项错误；根据材料“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

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以及王权”，中国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故 B 项正确；儒家讲仁和礼，启蒙运动讲理性，自由、民主、平等，故 C 项错误；中国传

统儒家礼、三纲五常的思想，是一种等级秩序，故 D项错误。

19．【答案】C【解析】材料体现了康德的理性与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故 A 项错误；材料

中康德的思想，不体现人民主权，故 B 项错误；根据材料“不赞同公民用革命手段推翻统治

者”，康德否定了人民主权，根据材料“人民就有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它”，卢梭则坚持主权

在民，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故 C 项正确；启蒙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文化运动，两人都

是其代表人物，故 D项错误。

20．【答案】C【解析】达尔文进化论不能体现工业时代的要求，故 A 项错误；进化论未被

科学实验验证，故 B 项错误；牛顿和达尔文从无生命领域和有生命领域驱赶了神，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故 C 项正确；进化论诞生于 1859 年，启蒙运动后，故 D 项错误。

21．【答案】C【解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重工业成为整个工业的主导，故 A 项错误；瓦

特的万能蒸汽机，是对原有纽可门蒸汽机的一种技术改良，故 B 项错误；它们分别代表着两

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就，它们的使用引发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分别产生了工厂制、大企业，

故 C 项正确；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格拉姆是比利时人，故 D项错误。

22．【答案】A【解析】根据材料“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改

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故 A 项正确；材料不涉及传统产业，故 B 项错误；材料仅体现了互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28919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844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21045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798596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7221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96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96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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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发展推动了消费方式变化，故 C 项错误；网购的发展不能体现是主要的购物方式，故 D
项错误。

23．【答案】B【解析】材料与传统的商业模式无关，故 A 项错误；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是

书信，而材料中 msn、qq 和微信，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人们的信息传播变得简

单快捷，故 B 项正确；材料也会增加人们的生活乐趣，但是并不是主要的，故 C 项错误；

材料中三种信息传播的载体是“新经济”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推动了新经济的产生，故 D
项错误。

24．【答案】B【解析】根据所学，《海国图志》在当时影响力十分有限，故 A 项错误；根据

材料“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可知，它的影响深远，故 B 项正确；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故 C 项错误；材料不能

表明《海国图志》近代最重要，故 D 项错误。

25．【答案】C【解析】魏源属于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代表人物，其没有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

案，故 A 项错误；19 世纪晚期先进的中国人才提出进行变法维新，故 B 项错误；根据材料

“建议中国人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

主制度，以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和所学知

识可知魏源倡导开眼看世界，故 C 项正确；全面学习西方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

主张，故 D项错误。

26．【答案】B【解析】材料反映的道和器分别指的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材料认为西方

文化是辅助，并没有表达抵抗西方侵略的意思，故 A 项错误；材料主张传统文化是核心，

西方文化用来辅助，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思想，故 B 项正确；材料表示传统文化是核心，事

实上也就拒绝用西方政治制度来改变传统的上层建筑，故 C 项错误；材料没有涉及民主和法

制建设的信息，故 D项错误。

27．【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

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

‘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可知作者意在强调中体西用为西学

传入创造了条件，而不是认为中体西用真的能解决内忧外患，故 A 项错误；作者意在强调

在当时情况下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入创造了条件，故 B 项正确；中体西用并不能消除顽固派

和洋务派的分歧，故 C 项错误；根据所学知识，只有极少数的洋务派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故 D 项错误。

28．【答案】D【解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观点，甲午战争之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仍被推崇，这与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无关，故 A 项错误；西学在中国传播

迅速不是主要原因，故 B 项错误；清政府改革运动是在 20 世纪初，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C
项错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作用。甲午战争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被推崇，

说明当时守旧、顽固势力较为强大，故 D 项正确。

29．【答案】D【解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体现中学为体，故 A 项错误；康有为

的主张超越了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故 B 项错误；同理，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先

进的政治制度，故 C 项错误；材料“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主张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要以传统儒学为本，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相同，故 D项正确。

30．【答案】A【解析】陈独秀视改造青年思想为《青年杂志》的天职，而不是批评时政，

更注重国民思想的改造，故 A 项正确；根据材料“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民主政治的局限

不是其主要关注点，故 B 项错误；陈独秀论述了改造青年思想与批评时政孰重孰轻的问题，

故 C 项错误；批评时政与改造青年思想不是对立关系，故 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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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答案】A【解析】根据材料“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故 A 项正确；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于 1919 年，时间不符，故 B 项错

误；材料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故 C 项错误；材料论述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故 D项错误。

32．【答案】A【解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绝对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会变化

的，故 A 项正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强调绝对的时空观，与材料所述不符，故 B 项错误；

普朗克的量子论不涉及时间和空间，故 C 项错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不涉及时间和空间，

故 D 项错误。

33．【答案】A【解析】“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表明是

为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社会主义也是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两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故 A 项正确；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没有彻底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故 B 项错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仍然是土地私有，没有提倡土地完全公有，故 C 项错误；解决了夺取和建

立政权问题的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故 D 项错误。

34．【答案】A【解析】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解放了思想，坚定了人们改革的信心，故 A
项正确；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此题时间不符，故 B 项错误；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此时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故 C 项错误；1997 年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与此题时间不符，故 D 项错误。

35．【答案】A【解析】根据题意“他们竭力回避尖锐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自己身边的

日常生活中追寻光和色的美，寄托自己敏锐的探索精神”可知该画派为印象画派，《干草堆》

正是印象画派的代表作，故 A 项正确；《自由引导人民》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故 B 项错误；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故 C 项错误；《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是现代主

义的代表，故 D项错误。

36、【答案】(1)条件：政治：诸侯争霸，分封制、宗法制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各国

纷纷变法图强；

经济：井田制走向瓦解；铁犁牛耕出现，小农经济开始确立；

文化：百家争鸣；私学兴起，学术下移；

阶级：士人阶层崛起，受到诸侯的重用；(6 分，答 3 点即可)
(2)态度：借助孔子，来宣传维新变法(或托古改制)；(2 分)
背景：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6 分，答 3 点即可)
依据：进化论思想；(2 分)
意义：为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进化论的依据。(2 分)
(3)态度：激进派：中学：猛烈抨击儒家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儒家传统文化)；
西学：全盘西化(全盘接受西方思想文化)；(4 分)
新儒家：中学：以儒家道德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

西学：对西方现代文明高度认可；(4 分)
【解析】(1)由材料一孔子“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得知，“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

点”是指春秋时期，依据所学，从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阶级等方面，分析得出“中

国文化历史转折点”到来时所具备的历史条件。

(2)第一小问态度，由材料二“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

分析得出，康有为借助孔子，来宣传维新变法(或托古改制)；第二小问背景，依据材料二，

抓住“19 世纪末”这一历史时间节点，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分析得出这一时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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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背景；第三小问依据， 由材料二得知，康有为“三世说”是按照社会政治历史发展

进程提出的，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思想；第四小问意义，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19 世

纪末，康有为等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其“三世说”为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倡民主和科学，猛烈抨击儒家传统文化，

全盘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由材料三“在这种倡哲学与道德以弘扬精神文明、以补民主与科学

之不足的方向上展开的，因而仍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可”分析得知，新儒家以儒

家道德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对西方现代文明高度认可。

37．【答案】(1)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众多启蒙学者(百科全书派)的大力宣传。(写到一方

面给 1 分，写到 2 个方面给 3 分)
特点：涉及科学、思想、哲学、经济等多个领域；参与学者众多；影响大。(3 分)
(2)原因：西方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的传入；新知识分子大力宣传。(写到一方面给 1 分，

写到 2 个方面给 3 分)
特点：用西方标准重新评价甚至否定传统文化(1 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社会各个方面)
而深刻。(2 分)
(3)影响：传播了民主与科学思想；促进思想解放；推动了历史进步(民主政治发展)。(6 分)
【解析】(1)第一小问主要原因，根据材料一“参加撰稿的多达 160 人……杜尔阁等人”得

出众多启蒙学者(百科全书派)的大力宣传；根据材料一“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

误，……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得出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小问特点，根据

材料一“参加撰稿的多达 160 人……杜尔阁等人”得出涉及科学、思想、哲学、经济等多个

领域，参与学者众多；根据材料一“他们人数众多，影响极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

得出影响大。

(2)第一小问原因，根据材料二“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进行一场激烈变革”

“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还

对 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得出西方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的传入、新知

识分子大力宣传。第二小问特点：根据材料二“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作为新秩序

的基础”得出用西方标准重新评价甚至否定传统文化；根据材料二“就深度和广度而言……

变革”得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

(3)根据材料一“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误，……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

物主义”、材料二“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以粉碎性的一击”得出传播了民主与科学思

想、促进思想解放；根据材料一“他们人数众多，影响极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 、

材料二“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变革”得出推动了历史进步。

38、【答案】评分标准：一等(12～10 分)
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合理引用史实，进行多角度论述；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表述清楚。

二等(9～5 分)
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论述角度单一；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 分)
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未引用史实； 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解析】此类型题目主要有一下三个环节，首先要依据题干材料概括观点，题干材料可以

归纳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第一阶段，在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文化形象中不断美化中国的器物、

制度、思想，可以结合所学知识补充历史史实进行论证。

第二种观点是第二阶段，从启蒙运动后期到帝国主义时代，在启蒙哲学背景下，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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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历史则因为其停滞变成一种具有反面的、否定性意义的野蛮特征，结合所学史实进

行论证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