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政治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60分）

1.下列对哲学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A．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B．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C．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世界观 D．哲学是对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

结

2.思想高尚的人，不会做偷鸡摸狗之事；思想龌龊的人，不可能成就惊天动地的

事业。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

习惯就收获一种命运。要改变命运，就要先改变行为；要改变行为，先要改变思

想，解放思想。这是因为

A．方法论决定世界观 B．世界观和方法论互相转化

C．世界观决定方法论 D．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有相对独立性

3.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有所成就，需要哲学思维。这说明

A．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发展

B．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C．哲学能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D．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4.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Ａ．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B．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D．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问题

5.哲学的最基本派别是

A．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B．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C．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D．一元论和二元论

6.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被任何

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属于

A．机械唯物主义 B．朴素唯物主义 C．唯心主义 D．辩证唯物主义

7.下列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有



①人的灵明决定天地万物 ②存在即被感知 ③物是观念的集合 ④理生万

物，理主动静，理在事先，事随理变 ⑤上帝创造世界 ⑥绝对精神决定万物

的发展 ⑦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A．①②③⑦ B．④⑤⑥ C．①②④ D．②③⑥

8.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通常感到时间在不断流逝，然而有的科学家认为，和空

间一样，时间是不会流逝的。其实，不管人们有何感觉，意识的内容都是

A．主观意志的产物 B．客观精神的产物

C．人脑机能决定的 D．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9.小小鼠标无极限，从发明鼠标到现在的 50 年间，机械鼠标、光电鼠标、多功

能鼠标、3D 鼠标层出不穷，如今人们还在研制不用手操作只靠意念控制的智能

鼠标。这主要说明

A．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 B．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C．意识的力量是无穷的 D．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

10.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其唯一特性

是

A．客观实在性 B.主观能动性 C.运动 D.实践

11．“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

在、生活。”这一论断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A．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固有属性 B．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C．运动是物质的派生物 D．任何运动都有自己的物质承担者

12.2014 年南京青奥会会徽以色彩鲜艳的线条和色块将南京明城墙城门和江南民

居轮廓进行艺术组合，勾勒出英文“NANJING”字样。这反映出意识活动

A．是对事物虚幻的反映 B．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

C．具有主动创造性 D．具有目的性

13.我国农业生产中有这样的谚语：“清明前后，栽瓜种豆”。而今随着科技的发

展，随时可以生产反季节瓜果蔬菜。由此可见

A.规律对人们的活动没有影响 B.规律既能被改变，也能被创造

C.科技是实践发展的动力 D.人可以认识并利用规律

14. 认识具有无限性，是因为



①认识的对象——物质世界，是无限变化发展着的

②认识的主体——人类，是世代延续的

③认识的基础——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④认识的内容——人脑，是无限复杂的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15.真理最基本的属性是

A.主观性 B.客观性 C.普遍性 D.条件性

16.每逢新年来临，就会有人在《星座物语》中查询自己新一年的“星座运势”。运

势好的兴高采烈，运势坏的则惴惴不安。这样做

A．是以想象的联系取代了事物固有的联系 B．是利用事物联系的客观性为自身

造福

C．看到了事物联系具有普遍性 D．看到了事物联系具有多样性

17. 一个男人在社会中可能扮演父亲、儿子、学生、教师、管理者、被管理者等

不同角色。这种现象从哲学上反映了

A．联系的主观性 B．联系的客观性

C．联系的多样性 D．联系的普遍性

18. 专家指出，目前对青少年的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一

个有效的帮助网。这给我们的辩证法启示有

A．物质决定意识，要坚持做到从一切从实际出发

B．实践决定认识

C．联系是多样的，要求我们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D．要从整体着眼，树立全局观念，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19.有的人做事情往往急于求成，总是企图“立竿见影”、“一口吃成个胖子”。这样

的想法违背了

A．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B．量变必然引起质变

C．量变比质变更重要 D．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20.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告诉我们

A．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帆风顺的 B．充满信心，不要考虑任何困难

C．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D．支持新事物，促使其成长壮大



21. 网上祭祖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祖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

性,将现实中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人们既可以直接用鼠标点击并拖拉

“供品”和“祭品”,模拟完成动作逼真的献花、点烛等传统祭奠活动；也可以敲击键

盘发表留言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以下对这种祭祖方式的看法正确的是

A.网上祭祖是新出现的事物,新出现的事物必定会战胜旧事物

B.网上祭祖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网上祭祖不能成为新事物，因为现实生活中还是传统祭祖方式的人数多

D.网上祭祖发展的速度慢,不可能成为新事物

22.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

A.联系的观点 B.发展的观点 C.矛盾的观点 D.创新的观点

23.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

的共同梦。我们应该把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结合起来。中国梦和个人梦是

A．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B．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

C．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D．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24.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可见，解决好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启示我们要

A．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主流 B．着重把握主要矛盾，抓重点

C．坚持对立统一、全面看问题 D．坚持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

统一

25. 农民赵某只知木棒是“绝缘体”，天晴时，他用木捧拨电线没事。下雨天，

他又拿那根被雨淋湿的木棒去拨电线，结果触电身亡。这个事例说明

A．错误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 B．主次矛盾在—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C．事物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 D．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

26.要正确地进行创新，就必须

A．彻底否定旧事物

B．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制约

C．以正确意识为指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思维



D．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27.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必须要将它进行到底，这是因

为

A.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B.改革能解决我国社会的所有矛盾

C.改革能解决我国的阶级斗争 D.改革能彻底变革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

制度

28.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坚持把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转

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就要

A．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B．把农业发展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

C．对现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

D．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突破旧的观点和客观规律的束缚

29.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大小，主要看

A．他的社会地位 B．他获得的劳动报酬

C．他为社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 D．他是否有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

30.近几年，我国民众一直用“最美 XX”来形容或赞美为社会为他人奉献自己、牺

牲自己的人们,对这些令人感动甚至难过的行为，人们也是各执一词。有人为此

感动,也有人认为不值。这充分说明

A.在阶级社会中,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阶级性

B.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C.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往往因人而异

D.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

选择题答题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二、简答题（共 40 分）



31.材料一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近

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面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

材料二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请运用唯物论的有关知识，说明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15分）

32.2016 年 1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第十一个

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些“一号文件”适应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

记载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被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成为农村改革前进

的灯塔，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是如何体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16 分)



33. 材料：美国曾经考虑在一条河流上建大坝，但建坝会影响一种小鱼的洄游，

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在权衡利弊后，最终放弃了工程的修建。这就是著名的

“小鱼胜大坝”的来历。

分析“小鱼胜大坝”的故事所蕴涵的唯物辩证法道理。(9分)



2017——2018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高二学年政治试题答案

一、选择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C C C C C B A D D A A C D B B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C D A D B C B B D C A A C C

二、简答题

31.答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

出发。发展低碳经济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需要。

（2）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发展低碳经

济，培养节能环保意识，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事物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按客观规

律办事。发展低碳经济是人们自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表现。

(每个要点 5 分)

32. 答(1)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适应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记载了中国

农民的伟大创造，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2)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是在推动农村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体现了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3)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被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认

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4)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成为农村改革前进的灯塔，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每个要点 4 分)

33.答（1）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充分考虑了工程的修建于自然环境之

间的联系

（2）体现了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保持了生物多样性，坚持了可持续发展。

（3）体现了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权衡利弊坚持了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每个要点 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