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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一年级历史科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题 2 分，计 60 分）

1．《左传》记载：“（周）王夺郑伯（郑庄公）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

伯击之……（周）王卒大败，祝（郑庄公的臣下）射王（周王）中肩。”这种现象之所

以出现，主要是因为

A．诸侯间矛盾激化 B．分封制的固有弊端

C．周天子穷兵黩武 D．宗法制度日趋没落

2．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君主）独制四海之

内 ”。下列制度中，最符合这一思想的是( )

A．禅让制 B．分封制 C．宗法制 D．郡县制

3．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秦王扫六合”反映出中国历史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期历

史的变化是( )

A．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 B．从诸侯争霸到设置郡县

C．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 D．从封邦建国到中央集权

4．观察右侧地图，结合所学历史知识和地理常识，分析下列各项表述符合历史事实的是

( )

A．汉武帝在②接受通判的密报 B．隋朝在②设立三省六部制

C．清朝雍正帝在③设立军机处 D．④在《南京条约》中被开放

5．东汉时期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

将怯如鸡……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材料反映了( )

A．世官制的沿革 B．科举制兴起的背

景

C．察举制的弊端 D．门第成为选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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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6．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

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由此可见，唐代( )

A．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B．三省六部中吏部权力

最大

C．君主权力空前强化 D．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比较突出

7．戴逸先生评论清王朝某项制度时说：“它是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

帮助皇帝出主意，写文件，处理重大政务，如升革文武官员、审理重大案件、制定大

典礼节、查考兵马钱粮等。”与“它”相关的是（ ）

A．“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B．“中书取旨，门下封驳”

C．“首辅独专票拟，阁权至重” D．“军国大计，罔不总揽”

8．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雅典经历了民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梭伦认为自己是“拿着一

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这里的“两方”指的是( )

A．平民和奴隶 B．资产阶级和

平民

C．贵族和平民 D．奴隶主和奴

隶

9．有学者指出，伯里克利改革进一步推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并罗列论据有：政权

向所有等级公民开放，发放公职津贴、观剧津贴等。可见，该学者认为伯里克利改

革对雅典民主的“发展”表现为( )

A．民主基础的扩大 B．对一般民众的讨好

C．阶级矛盾的缓和 D．扩大公民大会的权

力

10．约公元前 150 年，《阿梯钮斯法》中规定：不论什么被偷的东西，对它们的追索权都

是永久性的。此语重申了《十二铜表法》第 8 表第 17 条关于盗窃物不能以时效取得

的禁令。这反映出( )

A．罗马法不断完善 B．《十二铜表法》存在野

蛮性

C．古罗马依法治国 D．古罗马重视保护私有

财产

11． 1649 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利的来源；在议会

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这一决议表

明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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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立了立宪政体 B．实现了稳定发展

C．维护了人民权利 D．否定了君主专制

12．美国宪法第一个修正案(1791 年)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

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

愿的权利。”该修正案没有体现的原则是( )

A．天赋人权 B．政教分离 C．三权分立 D．宪政

主义

13．这一部宪法是在冷漠中通过的：议员们既无热情，又无掌声。在温和的君主立宪派

眼里，这是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共和国；而在温和的共和派眼里，这是一个与其

设想的宪政计划相去甚远的“妥协的共和国”。这部宪法是( )

A．英国《权利法案》 B．美国 1787 年宪法

C．《德意志帝国宪法》 D．法国 1875 年宪法

14．1905 年，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危机，清政府首次派出以王公大

臣为首的考察团去欧美日等国考察政治，此次考察团出洋，对德国的宪政考察尤为

仔细，收获颇多。清政府之所以对德国宪政最感兴趣在于( )

A．宪政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B．宰相由议会选举产生不能世袭

C．议会制度之下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 D．宪政之下皇帝仍掌握国家大权

15．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

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

才不会害人。”在西方代议制确立的过程中，没有被真正“关在笼子里”的是( )

A．英国国王 B．美国总统 C．德意志帝国皇帝 D．法国总

统

16．近代外交家薛福成曾写道：“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害于穷者，大要有二：

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列强

获得这两项特权是依据( )

A．《南京条约》附件 B．《马关条约》 C．《辛丑条约》 D．“门户开放”

政策

17．近代中国某地的一份布告称：“今洋人诈称通商传教……自道光以来……焚我皇宫，

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强迫开埠胶州，竟欲瓜分中国。”其中“割台湾”

的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 )

A．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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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完全解体 D．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

具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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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C．太平天国运

动 D．文化大革命

19．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赞同以 1912 年划分近代史的主张。他认为 1912 年中华民国成

立的意义远远超过 1919 年五四运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结合所学知识，你认为支

撑该观点成立的理由包括( )

①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②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③建立了一个近代国家体制 ④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

③④

20． “从 18 世纪以来，讲科学理性、讲自由、讲人权、讲法治、讲个人的尊严，这些

价值通过五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价值。” 这

表明了五四运动( )

A．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B．体现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精神

C．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D．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

广泛传播

21． 1922 年，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北京创办《先驱》刊物，发刊词中指出“本刊第一

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的情形，而求得一最合时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

的方案”。其中“最合时宜”的方案是指( )

A．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B．实现革命阶

级联合

C．废除君主专制制度 D．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

22．殷海光认为，1840 年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依次经历了“技术的反应”、“制度的

反应”、“观念的反应”和“组织的反应”四个阶段。按此理解，下列属于“组织的

反应”的是( )

①发昌机器厂创办 ②京师大学堂建立 ③中国共产党成立 ④国民党改组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23．下图所示是江西省遂川人民 1928 年传唱的一首歌谣，歌谣反映了当时遂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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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红军军长征的到来 ②土地革命的开展 ③红色政权的建立 ④人民的喜悦心情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24．从下图中，你能获取的历史信息是( )

A．正面战场始终抗击侵华日军的主力 B．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C．抗战前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惨重 D．政府军队是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25．“意味着共产党人能生存下来，并建立新基地。……(毛泽东)他成为了共产党新的

稳固的领导人，此后他的理念也在党内受到遵从。……从此许多中国人视共产党人为英

雄，而开始支持该党。”这是西方对中国近代某一事件的认识，据此判断这一事件是( )

A ． 国 民 革 命 B ． 秋 收 起 义 C ． 红 军 长

征 D．抗日战争

26．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

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

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

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可见，

巴黎公社的文化教育措施体现的核心思想是 （ ）

A．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B．宗教自由思想 C．义务教育思想 D．自由民主思想

27.下图为 1940 年～1947 年报刊上“民主”出现频率统计图。下面对 1940 年～1947 年

“民主”出现的频率高低情况及其理由对应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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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40～1944 年频率不高——国共对峙，斗争不断

B. 1945～1946 年频率较高——抗战期间，重庆谈判

C.1947 年频率下降——内战已经爆发，专制独裁压制

D.1941 年频率较低—— 国共两党和谈，寻求合作

28．下列各项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

史实 结论

A 1945 年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

B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 发布主张和平统一的《告台湾同胞书》

C 1954 年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颁布了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D 中俄等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世界广泛关注

29.一位年轻旅行者叙述自己的生活经验：“小时候，每天走过一个广场上学，可以看到

马克思与列宁的铜像，后来铜像拆了，国歌换了，就连使用的钱也改了。原本哪里都不

可以去，现在可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倒是最近又换了一种钱，还不太适应。”根据你的历

史知识判断，这位年轻旅行者的原国籍是（ ）

A.法国 B.苏联 C.南斯拉夫 D.民主德国

30．某中学历史兴趣小组在进行研究性学习时，搜集到以下四幅图片。据此判断，他们

研究的主题最有可能是（ ）

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 柏林墙的修建 尼克松访华 不结盟运动标志

A. “冷战”下的世界 B. 大国博弈下的国际关系

C. 第三世界的兴起 D. 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

二、材料解析题（共 40 分）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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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4 分）法律是建构和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准绳。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律》的律文中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国家粮食的贮存发

放、货币流通、工程兴建、徭役征发、刑徒监管、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等各方面，都有

许多严格具体的规定……律文中所见到的死刑有斩首、碟(割裂肢体)、弃市、车裂、腰

斩、生埋等十余种。即使“盗”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者，要判处 30 天劳役；窃一匹马，

偷一头牛，也要判处死刑。

——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一概括《秦律》的特点，指出《秦律》在当时的政治意义。（6 分）

材料二 （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

为非法权力。……（4）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

而征收金钱，超过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6）除经议会同意外，平

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权利法案》

(2)材料二法案中对议会和国王的权力做出了怎样的规定？（4分）这对英国政治发展有

何影响？（4分）

32.（12 分）材料一 那时（1894 年），中国遭受列强侵凌，面临“瓜分豆剖”的危险，

孙中山呼吁国人发奋为雄，“振兴中华”。孙中山期望：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包括总统在

内的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成为世界上的“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孙中山期望，

消灭贫富悬殊，实现民生幸福，共富、均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安乐园”。

——摘编自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材料二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和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才

在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统一，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得以极大提升。我们说，

抗日战争增强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和对政府的监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进了国民对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

——杨奎松《抗战燃起中国现代国家梦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当时的“救国梦”。（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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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 (6

分）

33.（14 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与现代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冷战”如一场大洪水，虽然已经退去，但它席卷之处留下的“伤痕”犹

在。从“两极”格局到新格局出现之前的过渡期内，地区战乱和冲突不断；留存于世的

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在危及人类的安全……这些，不妨称之为冷战的“伤痕遗产”。

材料二 新中国实行的各版护照简介

1949 年单页版、50 版、53 版、58 版护照为中俄文对照

71 版、75 版改为中法英文对照，这一时段因私护照几乎为零

80 版将 75 版的“本护照前往下列国家和地区有效”改为“本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

（1）依据材料一指出“冷战”留下的“伤痕遗产”有哪些？（2分）为消除“冷战”的

“伤痕”你认为国际社会应采取哪些措施？（6 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新中国的外交，从护照上的文字的变迁，对新中国护照的发展历

程进行解读。（6分）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

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