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年级历史科试卷 第 1 页 共 6 页 

2014—2015学年度下学期期末考试高一年级历史科试卷 

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第Ⅰ卷（选择题 共 7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5 小题，每题 2 分，共计 7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如果再现我国古代先民在原始农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最好选择 

A．使用铁锄清除杂草           B．展示耒耜的发明过程 

C．使用青铜器松土             D．用铁犁翻耕土地 

2．《耒耜经》记载：“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江东之田

器尽于是。”这一农具是 

A．翻车        B．水排        C．筒车       D．曲辕犁 

3．明代中叶以后，土地押租制流行。而佃农的佃权，即土地经营权，即是有偿取得，遂

可以有偿转佃和出典。这反映了 

A．小农经济的制度困境         B．土地经营权的商品化 

C．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D．传统经济政策的动摇 

4．安徽当涂县古时候常有货郎挑货担走乡串户，摇鼓叫卖。人多时货郎就高兴地摇“嘿

得隆咚!嘿得隆咚!”，并大声地叫卖。货郎走街串巷较为普遍应开始于 

A．汉代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5．《柳南续笔》载：“今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

天下后世，为功殆过于蚕桑也。”据此判断作者王应奎所处朝代应是 

A．汉朝       B．唐朝      C．元朝       D．清朝 

6．有学者认为，宋代到清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宋代商业革

命，第二次是明清(前期)商业革命。其中第二次“商业革命”比第一次突出的是 

A．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        B．商业活动突破时空限制 

C．南方工商业市镇的兴盛        D．民间对外贸易空前活跃 

7．“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是下列那一工程的巨大功效 

A．都江堰       B．白渠        C．郑国渠       D．漕渠   

8．《秦律·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买卖)酒，田啬夫(官职)、部佐(官职) 

谨禁御之，有不令者有罪。”该法令出台的主要动机是 

A．抑制商贾发展    B．提倡粮食节俭    C．严禁商品流通    D．稳定酒类物价 

9．“闭关”的含义原指关闭城门，如《易》：“先王以至日（冬至日或夏至日）闭关，

商旅不行”。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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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禁止对外贸易                B．关起国门 

C．禁止对外交流                D．限制对外交通和贸易 

10．以下各项最能说明中国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是 

A．“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B．“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C．“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 

D．“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 

11．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解体”的含义是 

A．大批洋货涌入中国 

B．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市场 

C．自然经济被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所取代 

D．封建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分离并日益商品化 

12．李鸿章说：“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洋务派的哪一

活动符合上述思想 

A．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B．成立三支海军 

C．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          D．创办福州船政局 

13. 右图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示意图。其中 B、C 两个时期民族资本主

义发展的共同原因是   

A．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      

B．爱国人士“实业救国” 

C．民国政府倡导使用国货 

D．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 

14．小李查近代经济史资料时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公司是私家经营，雇用外籍技师一

人，中国职工约 100 人……它迄今还没有付股息。因为这个缘故，同时又由于原料昂贵

以及日本的竞争，业务难以改进。此厂濒于停业。”该公司应该是 

A．外商企业                    B．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C．洋务企业                    D．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15．辛亥革命后，河北无极（地名）有歌谣唱到：“大脚好，大脚乐，去操作，多快活，

又不裹来又不缠，又不疼痛又省钱。”“大脚大，大脚大，阴天下雨我不怕；大脚好，

大脚好，阴天下雨滑不倒。”这些歌谣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A．无极的封建势力较弱          B．妇女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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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农业人口增加                D．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势力 

16．辽宁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长子”，是因为该省 

A．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工厂    B．最早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C．建成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  D．是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 

17. 张艺谋电影《活着》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小孩找出父亲的铁皮包的箱子，要交给街

道干部用来炼钢。这个场景最可能发生的时间是 20世纪 

A．四十年代末     B．五十年代末     C．六十年代末     D．七十年代末 

18. 我国农业总产值 1979－1984 年增长 455.40%，粮食产量由 1978 年的 3.04 亿吨增加

到 1984 年的 4.07 亿吨。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 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B.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C. 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D.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19. 它是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被誉为“一夜崛起的城市”。这座城市是   

A．厦门          B. 珠海       C．海口       D.深圳  

20．目前已具规模的城市群有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珠海为中

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这表明 

A．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倾向        B．小城镇迅速崛起 

C．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D．城市化进程出现曲折 

21．原产美洲的玉米和甘薯等农作物，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得益于 

A．郑和下西洋    B．世界人口的流动    C．工业革命的进行    D．新航路的开辟 

22．一位研究欧洲新航路开辟的历史学家说：“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

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但其结果却超出了这种“动机”和“设想”，

主要表现在 

A．实现了宗教扩张的目标        B．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C．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D．到达了印度和中国 

23．“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用木头建造的房屋，

是会感到惊异的……”由此可知美洲为工业革命提供了 

A．技术支持     B．市场支持    C．劳动力支持     D．资本支持 

24．它能产生巨大的动力，而且不受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第一次

用智慧释放出一种自然力量，鼓励了人类的创新。这里的“它”是指 

A．电力     B．万能蒸汽机      C．蒸汽机车       D．汽轮 

25．18世纪 70 年代，英国城乡人口比例为 1:2，19世纪初这一比例上升为 2:3，造成这

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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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圈地运动使农民涌入城市      B．城市大量吸收外来移民 

C．“日不落”殖民帝国建立      D．工业革命使城市化进程加快 

26. 20 世纪初，美国华尔街开始流行一个段子。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世界？”学

生回答：“是上帝在公元前 4004 年创造了世界，但在 1901 年，世界又被摩根先生（美

国著名财团的创始人）重组了一回。”对该材料理解最准确的是 

A．反映了上帝创世说                  B．肯定了摩根先生的功绩 

C．体现了大企业时代资本的深刻影响    D．强调了美国的世界地位 

27．苏俄农民彼得·伊里奇在日记里写道“1922 年春，阳光明媚，一股幸福感深深地拥

抱着我……”让他产生“幸福感”的原因可能是 

A．政府实行食物配给制                B．可以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余的粮食 

C．加入集体农庄，走上合作化道路      D．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28．观察下表，1928年美国汽车销售付款方式、汽车档次分类比例。（单位：%） 

 已成交高中档车 已成交低档车 未成交 小计 

信贷 26.3 11.2 23.9 61.4 

现金 20.9 6.2 11.5 38.6 

累计 47.2 17.4 35.4 100 

表中所反映的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方式带来的最主要的消极影响是 

A．整个社会享乐风气盛行        B．刺激资本家盲目扩大再生产 

C．家庭负债增多影响社会稳定    D．美国经济陷入极度萧条之中 

29．右图是下列哪一组织的标志 

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B．世界银行 

C．关贸总协定 

D．世贸组织 

30．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节目主持人在“解读北欧福利国家的利弊”的谈话中，曾

这样描述北欧福利国家的状况：“最穷的和最富的，在交税之前，可以相差 17倍，但是

纳完税后，可以小到 3 倍。就是说我这富人，比你就多 3 倍的钱。”促成这一状况的国

家政策的实质应该是 

A．国家对经济大力干预          B．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  

C．国家实行高税率政策          D．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 

31. 美元在历史上曾经确立过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其最早体现在 

A．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          B．北美自由贸易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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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世界贸易组织中              D．布雷顿森林体系中 

32．1951 年，欧洲六国签订建立煤钢共同体的条约，规定其最高机构为共同体的总体利

益而行使职责，不接受任何政府和组织发出的指示，其委员实行招聘制，由各国政府协

商一致后任命。这表明，该共同体是 

A．政府之间的合作              B．独立于政府的能源组织 

C．企业之间的联合              D．独立于政府的经济组织 

33. 有人说 21 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最能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 

A．亚太区域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 

B．两极格局的结束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C．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 

D．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对世界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 

34．由于成员国之间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距，它们之间既存在“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

竞争”，又存在“垂直型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该组织是 

A．欧洲联盟                    B．东南亚国家联盟     

C．北美自由贸易区              D．世界贸易组织 

35.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奔驰公司决定用“奔驰制造”逐步替代“德国制造”。这充分

体现了 

A．科学技术的飞跃              B．经济多极化格局 

C．国际局势的缓和              D．经济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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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主观题 共 30 分） 

二、材料解析题 

36．(30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说，他挽救了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没有

毛病，出了一些毛病，在 30年代的时候，他引进了一些新政，然后使市场经济又回到了

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

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

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大国崛起》解说词 

材料二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

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什

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

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

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

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邓小平文选》第五卷 

（1）材料一中的“他”是指谁？他所开创的市场经济新模式是什么？分析这种新模式的

特点。（6 分） 

 

（2）“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什么？概括这一模式的主要表现。（10分） 

 

（3）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出中共汲取苏联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重大措施（至少四项）。（8分） 

 

（4）简要指出上述两则材料在经济手段上所体现出的相同之处和本质区别。（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