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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一年级历史科试卷 

满分：100 分   答题时间：60 分钟  

                   第Ⅰ卷 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共计 3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分。请把答案涂在答题卡上） 

1．历史学家指出：西周王朝虽然显示出一定的统一性、集权性，但国家结构上的分散性、

松散性仍是最本质的特点。造成西周国家结构上“分散性、松散性”的原因是 

A．贵族拥有世袭特权             B．贵族兼并土地愈演愈烈 

C．郡国并行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D．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的特点 

2．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

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胙(赐予)土命氏”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但在某

一历史时期以后这一方法却戛然而止。这个时期应是 

A．春秋战国      B．秦代      C．汉代      D．唐宋时期 

3．《中国古代职官》中记载：两宋时期 50%以上的进士任官之前出身于平民，明清时期

43%的进士任官之前出身贫寒家庭。该则材料反映了科举制度 

  A．实质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         

B．传统等级和门第的观念已不复存在 

  C．为不具有贵族身份的士人提供了参政机会，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 

  D．实现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 

4．唐代和宋代都有谏官。唐代谏官由宰相荐举，主要评议皇帝得失；宋代谏官由皇帝选

拔，主要评议宰相是非。这说明 

A．唐代君主的权力丝毫不受制约       

B．唐代以谏官削弱宰相的权力 

C．宋代谏官向宰相和皇帝负责         

D．宋代君主专制的程度高于唐代 

5．“朱元璋……希望牢牢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试图独自处理国家大事。但是这样的

工作负担被证明是无法承受的，他于是召集一些忠诚的中级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的部

门……”材料中的“中级官员”主要是指 

  A．殿阁大学士   B．军机大臣   C．内阁首辅   D．六部尚书 

6．根据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以下对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男人就是城

邦”的理解，最确切的是 

A．妇女地位低下，属于奴隶阶层，无权参政 

B．全体男性皆为公民，他们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利 

C．男人参军，保家卫国，确保了雅典城邦的安全 

D．男性公民共同分享城邦的权利，承担社会义务 

7. 美国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

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从公元前 490年到公元前 322年，雅典约有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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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家（包括伯里克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的惩罚。这些史实表明 

A．雅典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     

B．苏格拉底等人仇视民众，主张实行贵族政治 

C．直接民主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     

D．雅典的民主政治保护了全体雅典人的利益 

8．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

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

财产。”其用意在于说明 

A．财产不能被没收           B．财产权与犯罪与否没有任何关系 

C．古罗马法重视保护财产权   D．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 

9．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大演讲时说：“我在英国当首相，没有专门的厨师为我做饭，只

能去内阁蹭饭。不仅如此，每年收入全部公开。每周二、周四还要去下院接受质询……

抱着老百姓哭，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卡梅

伦的上述言辞不能体现的是 

A．英国政治精英受到广泛监督           B．英国首相与内阁政治上共进退 

C．选民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地位     D．英国首相须接受下院监督 

10．历史学家刘宗绪、刘祚昌、唐德刚等都反对把君主制与封建残余等同，认为在特定

历史环境下君主立宪制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下列认识不能论证这一观点的是 

A．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得英国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B．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议会及内阁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 

C．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保留了君主，是封建残余浓厚的表现 

D．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对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建立新制度影响巨大 

11．《世界文明史》指出：“联邦宪法（1787 年宪法）的制定者们对热切希望建立强有力

的中央政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于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治的警惕”。为警惕“专制政

治”，宪法制定者们采取的最有力的措施是 

  A．采取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模式   B．两党对垒交替执政的政体形式 

  C．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权力结构     D．采取议会制共和政体 

12．美国 1787 年宪法和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共同点是 

A．避免了权力的过于集中        B．保留了浓厚的专制残余 

C．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精神        D．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13．与英国相比，法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呈现的鲜明特点是 

A．政局动荡，进程艰难          B．政局稳定，和平发展 

C．王朝战争，完成统一          D．制定宪法，政党选举 

14．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下列活动或主张，符合当时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是 

A．推翻清王朝，建立太平天国    B．兴建铁路，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 

C．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D．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15．2009 年 2 月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说“我深爱的祖国，古老而又年轻，历经

磨难而又自强不息。”关于近代中国“历经磨难”与“自强不息”的对应组，不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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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鸦片战争——三元里人民抗英    

B．甲午战争——戊戌变法 

C．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    

D．八国联军侵华——戊戌变法 

16．七七事变是因日本驻军在北平附近宛平县城外卢沟桥演习，无理挑衅而引起。日军

有权驻扎北平附近，所依据的条约 

A．《南京条约》  B．《马关条约》  C．《辛丑条约》  D．《北京条约》 

17．同盟会纲领中，反映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是 

A．驱除鞑虏     B．恢复中华    C．建立民国     D．平均地权 

18．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

地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毛泽东突出评

价的是五四运动 

A．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B．在政党政治方面的作用 

C．在文化系统建设方面中的地位   D．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19．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

的教条。”这段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 

A．实事求是   B．解放思想    C．与时俱进    D．开拓进取 

20．朱德在一首诗中写道“辛亥革命已十年，清朝余孽继当权。列强勾结诸军阀，掠夺

人民更不堪”。这段材料说明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A．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B．推翻帝国主义 

C．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D．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 

21．“实事求是、勇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容。“勇闯新路”主要体现在 

A．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B．开展土地改革             

C．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D．实施武装斗争            

22．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

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日军

攻占南京后，他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决定蒋介石抗战态度的主要因素

是 

A．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正确分析      B．战争性质     

C．国际方面的有利条件            D．民族立场     

23．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日报》社论：“半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

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

材料中的“大事”能够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 

A．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B．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 

C．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和援助   

D．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抗战 

24．近代《华西晚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如果对中国命运应负重大责任的国民党确具有

结束一党专政与在野党团结合作的诚意，毛泽东此行……将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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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件。”此事件应是 

A．西安事变            B．重庆谈判 

C．北平和谈            D．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 

25．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

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 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所谓“里程碑”是指 

A．共产党核心地位的确立    B．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 

C．新的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D．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6．2010 年春，我国选举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全国人大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乡村与城市

人口数的比例由过去（1979 年）的 8:1修改为 1:1。这一重大修订表明 

A．我国的民主选举始于 1979年       B．代表名额由偏向城市转变为城乡平等 

C．农民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代表名额开始偏向农村 

27．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从实际出发并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而

提出的政策，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国际社会想干扰中国收回香港    C．“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方案 

B．国际社会一致认可“一国两制”  D．“一国两制”对解决国际争端有借鉴作用 

28．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敌视封锁中国，其国务卿杜勒斯（1953至 1959年任职）曾挖

苦说“这个传说中的周恩来是何许人也？”不久，杜勒斯就亲眼目睹了“传说中的周恩

来”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把中国推向世界外交的前沿。材料中“把中国推向

世界外交的前沿”的一次会议是指 

A．《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会议   B．日内瓦会议 

C．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                 D．万隆会议 

29．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美国的强大及其在自由与安全

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使它成了自由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领袖”。二战后，体现美国充

当这一领袖的史实包括 

  ①提出杜鲁门主义②抛出马歇尔计划 ③策划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④建立柏林墙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③ 

30．2010 年以来世界局势动荡，朝鲜和韩国由于延坪岛炮击事件关系紧张，泰国和柬埔

寨因边界争端冲突，突尼斯、埃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利比亚内战爆发，叙利

亚和也门的反政府示威日益暴力化。结合材料，下列有关当今世界形势的评述正确的是 

  A．动荡紧张成为当今世界形势的主流 

B．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 

C．民族、领土等矛盾以及大国插手干预他国事务使世界局势动荡 

D．当今世界是美、欧、中、日、俄共同主导的多极世界 

 

第Ⅱ卷 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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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分析题（共 2小题，共计 40分。请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 

31．（21 分）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是一种间接民主的形式，其核心是经选举产生的代表组

成议会，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由于各国的政体不同，议会在国家政权组织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政治文明历程》 

材料二 晚清一些官员注意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代表郑观应写道：“泰

西各国都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

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迭之上

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 

    参与过百日维新的张荫桓说：“欧墨(美)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议员)

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于下议院，则

政仍民主之也。” 

材料三 新中国 60年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过程。改革开放前 30年

的民主建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后 30年我们在民主

政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前 30 年民主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和前 30年奠定的民主制

度框架内取得的。没有前 30年的民主存量，就不可能有后 30年的民主增量。 

——俞可平《人民至上——60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以英、美、德三国为例，分别指出三国议会（或国会）在其国家

政权体系中的地位。（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这些官员为什么要探索西方的政治制

度？（6 分）材料二中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准确地反映了西方的议会制度？说明理由(3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改革开放前 30年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说明“搭建了基本的

制度框架”有哪些？（3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

成就？ (3 分) 

 

 

 

 

 

32．（19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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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初步蓝图。有学者认为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

了闸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然而，辛亥革命“却在胜利的欢呼中走向了失

败”。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

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

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

民党携手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

继续奋斗。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

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辛亥革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在

政治建设上的表现是什么？（3 分）为什么说辛亥革命“走向了失败”?并指出辛亥革命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4分） 

 

 

（2）“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亲密的合作者”，根据材料二，并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两次合作的主要革命任务分别是什么？（4分）这

两次合作对中国近代历史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