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2

2016——2017 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历史试题

第Ⅰ卷（共 60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有 40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60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不选、多选、错选都不得分。请将正确答案涂在答题卡上相应位置）

1、于丹教授的《论语》讲座在国内引发了一阵学习《论语》的热潮，而在国外《论语》也

很受欢迎，很多国家纷纷兴建孔子学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引起重视，

这主要表明（ ）

A.优秀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 B．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C．人类社会的文化最终将走向一致 D．中国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2、对于管仲，孔子认为他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民众至今仍受惠于他的功德，

并赞赏他“如其仁”；孟子抨击他背弃旧主、不知礼仪。这说明了（ ）

A．对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B．儒家学派内部存在分歧

C．战国时期更加注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D．儒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

3、《荀子·大略》有这样的记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

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表明荀子认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于（ ）

A．保民为王 B．天下为公 C．人民主权 D．君权神授

4、“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

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

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以下最能反映材料观点

的是（ ）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C．“格物致知” D．“心外无物”

5、“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日：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

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

有贯通处。”材料体现了朱熹（ ）

A．希望通过实验途径寻求科学真理 B．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

C．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和探究的思想 D．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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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元十年，唐玄宗向天下颁布他写的《孝经注》，开元二十一年，玄宗又完成了《御

注道德经》，开元二十二年又颁布了他注释的《金刚经》。唐玄宗的这一做法（ ）

A.推翻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B.是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的体现

C.有利于后世儒学的创新发展 D.违背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主流趋势

7、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写道：（明清）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

化有了重大进展。……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程

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 ）

A．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丧失 B．对传统儒学地位的彻底否定

C．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 D．倡导“自由”“平等”思想

8、15 世纪时梵蒂冈一个图书管理员说：“过去稀有而索价上百金币的书籍，现在只要二

十金币，不论古今，罕有人类发明之重要堪与媲美。”这里说的“发明”是指( )

A.造纸技术 B．雕版印刷 C．活字印刷 D．装订书籍

9、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编订《授时历》，取“敬授民时”之意，其目的是( )

A．尊敬农民 B．指导农业生产

C．保证农民劳动时间 D．关注农作物生长规律

10、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20世纪 70年代，

学术界据此对司母戊鼎的铭文（右图）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为“后”。

2011年 3月，在完成扩建的新国家博物馆中，司母戊鼎已改名为“后母戊

鼎”。据此，你认为司母戊鼎更名的主要依据是（ ）

A.史料记载 B.文字研究

C.民间传说 D.专家观点

11、郑绩在《人物画论·肖品》中评论道：“写其人不徒写其貌，要肖其品。何谓肖品？

绘出古人平素性情品质也。”下列与郑绩所评论的绘画风格一致的是( )

A 振笔直遂”，“追其所见” B．“胸有成竹”，“差之丝毫而失之千里”

C．“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 D．“钩勒工细，良工苦心”，“九朽一罢”

12、“文人高续增在《〈诗经〉为证，我们曾经浪漫过》中写道：“《诗经》不是按照“上

头”的尊意做出来的赞美诗，它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的华夏先民们灵魂还

未被奴化，君主们包括天子也能认真地听取来自民间的呼声。”这可以看出( )

A．《诗经》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

B．《诗经》是先秦时代社会现实的文化反映

C．《诗经》开创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D．《诗经》反映了宏大进取的大一统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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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下面两幅绘画作品，它们的共同点是( )

A．都注重色彩的运用和变化 B．都追求对客观对象的准确描述

C．都反对理性的压制和传统的束缚 D．都着重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

14、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宋代的中国是一个平民兴起的社会。下列哪些文化现象能佐证

上述观点①印刷术的改进，推进了文化的普及工作 ②词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 ③京剧、

昆曲等剧种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④《清明上河图》等市井风俗画的出现（ ）

A．①②③④ B．②③ C．①④ D．①②④

1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说：“在古希腊民主政治确立以前，古希腊人认为自己的一

切是既定的，神授的，也是最好的，以服从法律为最高职责。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而不

问命令从何而来，命令是否正当。在智者学派以前，无一人曾想到过检验一下法律，问一

问法律自称的合法权力究竟基于什么。”这说明智者学派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是（ ）

A.中断了古希腊的法制建设 B．促使了古希腊人个人意识觉醒

C．阻碍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 D．使得神学思想逐渐绝迹

16、彼得 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

完全清醒的世界观，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神圣的东西仍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建

筑师和画家的中心主题。”这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

A．对现世生活持悲观态度 B．以宗教形式表现人文精神

C．肯定自然的人性和欲望 D．未对基督教文化进行斗争

17、“较为保守的人士徒劳无益地抱怨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了，上帝自己也受到审查了，

《圣经》被要求在理性的法庭上提交自己的证明材料。”直接导致这种质疑一切局面出现

的人物可能是（ ）

A.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 B．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C．雅典奴隶制民主时期的政治家 D．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

18、马克思在评价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说：“他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了

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神职人员）变成了俗人，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据此判

断以下关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评述，错误的是（ ）

A．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B．把信仰本身树立为权威，只要虔诚信仰，灵魂即可得救

C．改变了过去通过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的惯例，开始人自己同上帝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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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试图清除宗教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开启人类理性的光芒

19、《西方文明史》谈到：“这种氛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十八世纪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科

学方法是研究社会活动和自然现象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于具有自然属性的世界正被人所

认识，因此启蒙思想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这已成为一

种共识。”对此解释最准确的是（ ）

A.肯定了十八世纪科学的进步 B．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生

C．社会活动和自然现象都是可认识的 D．启蒙思想家崇尚科学和理性

20、“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

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这一言论体现的启蒙思想包括（ ）

①天赋人权 ②理性主义 ③主权在民 ④社会契约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21、一位著名的美国史学家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

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这句话说明的实质问题是（ ）

A．使用蒸汽机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世界各地的联系

B．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欧洲征服了世界

C．蒸汽机的使用，促进了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D．蒸汽机的使用，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

22、科学史家丹皮尔说过：“地位仅次于天使的人类本来是从宇宙的中心地球上来俯览万

物的，而今却变成了围绕着千万颗恒星之一旋转的一个偶然的小行星上面有机发展锁链中

的一环。”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 ）

A．经典力学将天地运动统—起来，因而人类不该俯视万物

B．日心说改变了对宇宙的看法，从而否定了人是“万物之灵”

C．相对论弥补了对宏观世界认识的不足，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D．进化论认为生物是不断进化和密切相关的，人类并不比其他生物更“尊贵”

23、伏尔泰赞扬中国“几乎没存丝毫地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

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便写得合乎理性”。伏尔泰对中国的

赞美反映出的主张是 （ ）

A．倡导君主立宪制 B．反对古典希腊文化

C．倡导天赋人权学说 D．理性地反对封建神权

24、在某一历史时期，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喜欢描写诸如逝去的古代、空想的未来、遥远

的东方、缥渺的梦境等“非凡”环境，塑造诸如骄傲孤独的强盗、愤世嫉俗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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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多情的牧女、至善至美的吉卜赛女郎，等等。据此判断，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主要

是因为 （ ）

A．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B．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C．知识分子对“理性王国”的大为失望 D．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在文学层面的反映

25、“专注于对自然的任意和瞬间的描绘，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无动于衷。”此类美术作品属

于( )

A．浪漫主义 B．现实主义 C．印象画派 D．现代主义

26、1957年，小说《在路上》在美国出版，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发问：“……你的道路是

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

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下列作品与《在路上》风格一致的是( )

A．《西风颂》 B．《等待戈多》 C．《人间喜剧》 D．《十日谈》

27、1925 年 1 月，《纽约时报》刊文认为：“在欧洲，电影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伦敦现

在很多流行的外国话来自银幕。巴黎也处在美国故事片的严重包围之中。”对材料理解最

准确的是 （ ）

A．美国利用电影对欧洲进行文化渗透 B．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业中一直占据领导

地位

C．电影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 D．电影是传播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有效

手段

28、“成功——只需一个点击”简要而准确地说明了网络信息化工具的最大特点与优点，

高度地概括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及人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活动的重大作用和影

响。这本质反映了（ ）

A．在当前要想取得事业成功相对来说比过去更加容易

B．在现代社会中，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影响深远

C．电子计算机技术由个人电脑时代进入整个网络时代

D．数字网络技术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深入生活领域

29、1843 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在国内几无反响，印数不过千册。1851 年，

该书传人日本后，连印十五版，极为畅销，1859 年价格已达首版三倍。该现象说明（ ）

A.日本的民族危机比中国更加严重

B.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整体上比日本守旧

C.《海国图志》只关注了西方的新技术，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D.《海国图志》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日本国内更有市场

30、康有为以儒家典籍《公羊传》“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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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康、大同”来比附阐释西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表明（ ）

A. 维新派以“中西汇通”来冲破“中体西用”

B. 康有为以西方历史进化论取代儒家历史循环论

C. 维新派以民主共和制为改革目标

D. 儒家学说与西方民主思想是相通的

31、历史学家萧功秦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剧变的基本分界线，

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下列最能说明这一结论的是( )

A．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B．近代民族工业开始产生

C．开启了制度变革的探索历程 D．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32、孙中山早期提出：“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

是很深的……由这种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孙中山这番讲话

强调（ ）

A．实现民族统一和民族平等 B．维护宗法体系的传承

C．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 D．推翻满清政府，复兴汉族政权

33、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写道：“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

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

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主要表

明当时“他们”( )

A．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认知和反思 B．对欧美文明成果的肯定和赞扬

C．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思考和探索 D．对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4、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

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做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

些就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这表明毛泽东的学说( )

A．坚持了农民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B．全面超越了列宁主义的价值水准

C．全盘吸收了马列主义的思想主张 D．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

35、1992 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

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于此，我国积极探索( )

A．发展外向型经济 B．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C．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6、阅读下列《17 世纪以来主要科学成果情况表》

科学成就项目
基础研究

年限(A)

应用研究

年限(B)

生产推广

年限(C)

B－A

年差

C－B

年差

C－A

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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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蒸汽机 1687 1711 1776 24 65 89

2 电话 1820 1876 1881 56 5 61

3 发电机 1831 1888 1889 57 1 58

4 计算机 1936 1946 1946 10 0 10

5 晶体管 1947 1951 1953 4 2 6

6 激光 1958 1960 1961 2 1 3

对材料信息解读，正确的是( )

①科学成果从发明到应用的时间越来越快 ②从发明到生产推广的年限越长科技含量越

低 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 ④科学理论重大突破促成上述科学成果

诞生

A．①②③ B．①③ C．①③④ D．②④

37、1700 年至 1800 年间，欧洲人口由 1.05 亿增长到 1.8 亿，19 世纪剧增到 3.9 亿。欧

洲人口的剧增从本质上反映了( )

A.社会制度重大变革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B．工业化的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C．殖民扩张的发展扩大了欧洲人的生存空间

D．欧洲逐渐成为全世界人口流动和迁徙的目的地

38、时代精神凝结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国后，从大庆精神到“两弹一星”精

神到特区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其说明了( )

A．我国工业化建设成就 B．“双百”方针的执行情况

C．改革开放的实践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成就

39、下图所反映的教育状况(图中成绩单内容：政治、劳动、技术成绩均为满分 5 分)带

来的不利影响是（ ）

A．民族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B．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

距

C．彻底抛弃了封建儒家文化的糟粕 D．严重影响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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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0、“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的

客观要求。”这里“客观要求”指的是 ( )

A．发展科技文化 B．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C．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 D．实现“科教兴国”战略

二．综合题(共 40 分)

41、(14 分)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明清之际思想家所提出，对近现代思想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于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

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

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守令》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

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

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

——《清史稿》卷四八·《儒林二·顾炎武》

材料二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柢，

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此等论调，由今日

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

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

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材料三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

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背道

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陈独秀《敬告青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政治主张和治学理念并予以简要评价。(6

分)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的“此等论调”指的是什么。阐述“此等论调”与“民

权共和之说”的关系。(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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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三中“改弦而更张”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

想解放的历史趋势(4 分)

42.（14 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人文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 14 到 16 世纪间较中世

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

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

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

——摘自《欧洲近代史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

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实际上，这种人文理想在当时中国的国内

外背景下是行不通的。它的意义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思想材料和经

验教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比较鉴别中，逐渐发展出具有西

方文化特色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赫胥黎的进化论对中国最早向西

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很强的震撼力……”

——摘自文池《思想的灵光》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精神取得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假马克思

主义的破产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一种贴近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

生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学者书斋里的

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活生生的，能够回答实际挑战，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现

实马克思主义。现实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

——摘自夏学銮《中国人文精神的产生发展及特

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人文思想产生的背景与特点。（3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人文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及思想成果。(5

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本文作者这里说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什么？

用具体史实说明“现实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的？(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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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分）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代表了一国统治者的史观

及立场，是建构民族形象和民族认同的工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孝文仁孝好学……兴礼乐，定制度，后（北）魏文物（礼乐制度），始有

可观。帝恶其国俗鄙陋，乃迁都洛阳，改国姓为元氏，禁胡语胡服……宗室勋旧，不悦

者多，……时魏之势虽极盛，然剽悍勇武之风，渐次消灭……华奢柔弱之风渐行，而国

势之衰兆已见。

——根据 1907 年宏文馆出版的《中国历史讲义》等整

理

材料二 孝文自鄙胡俗，深慕华风，汉晋以下大改革家也。论者议其忘强武之旧，习

弱靡之风，国势之衰，萌芽于是。然孝文弃平城而趋洛阳，失形式则有之……至于革鄙

陋，趋文明，夫安能为孝文咎耶。在北方民族同化上，孝文帝起了重要作用，鲜卑之同

化中国，帝功居多。……拓跋魏自北鄙之平城，迁都洛阳，兴学校，作均田，崇儒术，

弃胡俗，而一切改从汉制，实为魏之极盛时代”。……诸族遂大受汉族之同化……国中

一切制度文物，亦无一不仿南朝。至北齐北周之治制，则尤为隋唐治制之所本，于中国

之贡献颇大。

——摘自 1913 年《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卷》和 1928 年《初中本国

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二者对孝文帝改革影响认识的异同。（8 分）

（2）材料一和材料二对孝文帝改革评价的立足点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和中国近代社

会的演变评析这一立足点转变的原因。（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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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期末历史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A B C C C C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D D B B D D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D C C B D B B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C D D B B D D A

41、(1)政治主张：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众治”主张。

(1 分)治学理念：注重实学，考察源流，审名辨实(在著书过程中经常实地考察，并随身携

带书籍，随时对历史地理和典故进行核实)。(1 分)

评价：①对封建专制的切中要害的批评，反映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要求；②顾炎

武“众治”的主张蕴含着进步、民主的思想；③其思想中依然保留着较强的封建皇权意

识；④顾炎武探索出了一条相对客观的治学方法来扭转学风，遂开清朝考据之学风。(4

分，每点 2 分，四取二)

(2)指的是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君臣平等、限制君权的主张。(2 分)关系：为中国近代反

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如维新思想、民主革命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2 分)

(3)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

对旧文学。(2 分，每点 1 分，三取二) 历史趋势：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领域不

断拓展，内容不断深化。(2 分)

42、(1)背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宗教神学的束缚。特点：反对神本位，强调以人为本。

(3 分)

(2)历史条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西方社会发达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民主思想传人

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资产阶级壮大。思想成果：维新思想、三民主义、

民主和科学。(5 分)

(3)“现实马克思主义”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2 分，每点 1 分三

取二)

史实：经济方面，关怀民生：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与非农产业，

逐步取消农业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与农民生活的改善。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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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方面，完

善民主与法制建设：如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基层民主选举；重视人权原

则；将以人为本作为各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腐倡廉。(4

分)

43、（1）同：都认为孝文帝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促进了北魏政权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制

度，加速了向汉族封建王朝模式的转换（或汉化、封建化都可）（2 分）

异：材料一认为孝文帝改革过大于功，改革中蕴含着危机（1 分）；盲目的汉化的

过程中鲜卑族的勇武之风变为汉族的文弱之风，激化了内部矛盾，是导致北魏政权由盛

转衰的根源，加速了北魏的衰亡。（2 分）

材料二驳斥了孝文帝改革导致北魏衰败的观点，认为孝文帝是历史上的大改革家；改革

功大于过，改革革除了鲜卑陋习，促使北魏走向文明和强盛，促进了北魏融人中华民族

的进程和北方的民族融合；改革是隋唐制度创新的源头，对中国发展贡献巨大。（3分）

（2）立足点：材料一以汉族为中心，站在鲜卑文明发展的角度；材料二站在中华民族文明

发展的角度（2 分）

原因：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倡导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

一律平等，这些思想必然反映在民国的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历史教科书

负有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使命。（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