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高二上期中历史试卷（解析版）

一、选择题

1、韩非子说：“臣尽全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计数之所出也。”指出君臣之间不过是

买卖、交易、互相算计的关系。这一现象反映出（ ）

A、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潮流

B、君臣之间的关系毫无诚信可言

C、宗法血缘选官制度渐趋瓦解

D、儒家伦理道德正统地位的确立

2、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

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可见，道家（ ）

A、反对掠夺，拯民疾苦

B、追求平等，无为而治

C、避世出尘，提倡包容

D、遵循规律，和谐处世

3、下表列举出中国古代某思想流派的一些特征，据此推断该流派是（ ）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长期存在，对中国思想发展影响深远●其思想主张既利于个人修养，也可用

作治国思想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有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谋而合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4、以下中国古代有关君主的各种言论，按出现时间排序正确的是（ ）

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②“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③“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则为之耳”

④“君为阳，臣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A、①④③②

B、②③①④

C、③①②④

D、④①②③

5、西方有学者认为：“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

思想方面的遗产。”材料中的“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是指（ ）

A、三纲五常

B、天人感应



C、民贵君轻

D、和谐中庸

6、“因念圣人此处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道，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

于事物者，误也。”这说明王阳明（ ）

A、认为天理就在每个人心中

B、主张圣人之道就是天理

C、继承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

D、提出致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7、淳熙二年，朱熹与陆九渊兄弟“鹅湖之会”。“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

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据此可知，二者的分歧在于（ ）

A、世界本原之争

B、治学方法之争

C、理气关系之争

D、道统思想之争

8、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称“丁忧”。明清两代对官员“丁忧”之制执行非常严格，如果

一个官员因为贪恋手中权力，父母死了隐匿不报，一旦被告发立刻削职为民，而且在士人阶层中成为人所

不齿的败类。这一现象表明（ ）

A、西周形成的礼乐制度影响深远

B、古代法制深受儒家伦理纲常的影响

C、历代王朝都以孝廉为选官标准

D、明清时期道德与法律开始融为一体

9、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的弊病指出：“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他强调凡做学问，“必

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在此，顾炎武（ ）

A、全盘否定明代学术成果

B、强调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

C、强调尊重前人研究成果

D、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

10、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历来是治国理政的大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与之最为接近的思想是（ ）

A、汉代儒学的主张

B、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主张

C、陆王心学的思想

D、程朱理学思想

11、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出现了悲剧作家，他们不约而同以传奇故事、人与诸神的关系，以及命运与家庭

对人生的影响等为主题，诉诸人的情感，表现人的优点；到公元前 4 世纪，悲剧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喜剧出

现，喜剧作品常讽刺雅典官员，或取笑当时的一些思想家，诉诸人的理智，暴露人的弱点。这反映出古希

腊（ ）



A、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入发展

B、悲喜剧的社会影响力极大

C、公民辩证看待自己的文化

D、公民认知社会能力的提升

12、古希腊一则寓言：“有一个栖息于山林的隐士同一头熊成为极要好的朋友。有一天，隐士在林间睡着

了，他的朋友熊坐在一旁守护着他，挥舞着巨大的熊掌为他驱赶蚊蝇。有一只苍蝇不停地在隐士头上叮落，

任凭熊怎样驱赶也不离去。熊被激怒了，当这只苍蝇再次落在隐士的头上时，熊举起了石头，狠狠地向苍

蝇砸了下去……，”这则故事的寓意是（ ）

A、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

B、世间上根本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和永恒的真理

C、提倡怀疑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决定作用

D、道德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无知是导致罪恶之因

13、普罗泰格拉等人在政治法律问题上持“约定论”的观点，反对“自然论”。他们认为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

度是人为的，是人们彼此约定的，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根据。“约定论”体现了（ ）

A、对人的重视

B、对贵族的重视

C、对自然的敬畏

D、对法律的敬畏

14、瑞士牧师慈温利（UlriChZwingli）（1484～1531）将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版本的圣经翻译成

苏黎世当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1525 年苏黎世市议会废

止弥撒，改由慈温利的圣餐版本替代。据此推论合理的是（ ）

A、慈温利是民族英雄

B、人文主义逐渐深入人心

C、宗教改革取得初步成果

D、启蒙运动冲击传统教权

15、“我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这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墓志铭。下列言论与该墓志铭最为接近的是（ ）

A、“信徒皆为祭司”

B、“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智慧”

C、“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D、“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智慧”

16、宗教改革时出现的新教，英文为 Protestantism，直译“抗议宗”。这里的“抗议”是（ ）

A、抗议《圣经的权威》

B、抗议国王的权威

C、抗议天主教会的权威

D、抗议贵族的权威

17、在审判国王查理一世时，代表议会的审判长布拉德肖说：“…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带的一头是君主对

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先生，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

别了，君主统治！”这段话主要体现的是（ ）



A、君主立宪的主张

B、自由平等的学说

C、社会契约的理念

D、议会至上的特点

18、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中写道：“卢梭给旧秩序带来的威胁超过启蒙运动时期其他任何思想家。

他的理论被视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是对国王、教会和贵族权力的直接挑战。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名字

被用来为民主制度申辩。”这一评价主要是基于卢梭提出了（ ）

A、防止君主独裁的分权思想

B、抨击等级制度的平等观念

C、捍卫人民主权的民主理论

D、反对贫富分化的经济主张

19、17～18 世纪开始，法语逐渐打破了拉丁语垄断的局面，直到 1919 年，法语仍一直是欧洲大陆外交活

动中使用的主要语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

A、法语自身的魅力

B、工业革命的影响

C、文艺复兴的影响

D、启蒙运动的影响

20、青蒿入药，在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

草纲目》等典籍都有记载。屠呦呦温习中医古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制出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

素并成为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这说明（ ）

A、中国的中医得到了世界认可

B、中国医学一直重视总结实践经验

C、古代医药典籍对科研有启示

D、中国医学极重视理论概括和抽象

21、某同学对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特征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专制统治的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文化

呈现出反传统和世俗化的趋势。下列文化现象不属于这一趋势是（ ）

A、小说的兴盛

B、文人画的兴起

C、京剧的发展

D、“工商皆本”思想产生

22、有学者认为：“宋元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呈现出复杂的二元性：一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世俗

化倾向；二是理学和文化专制强化以后表现出的高雅文化倾向。”以下最符合该学者观点的是（ ）

A、汉赋和唐诗

B、话本和小说

C、元曲和傩戏

D、风俗画和文人画

23、据美国沃克斯网站 2015 年 2 月 3 日的文章称，纵观历史，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天才往往都相信占星

术、炼金术和魔法等非常奇异的事物。这主要表明（ ）



A、经典力学受到封建神学的冲击

B、牛顿继承了伽利略的研究风格

C、伽利略和牛顿开创了经典力学

D、近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够深入

24、据《科学简史》记载，“1859 年 11 月 24 日清晨，雾霭中，伦敦几家书店的门口人声鼎沸，人们争先

恐后地排队购买刚出版的新书。初版 1250 本书在发行的当天就被销售一空。”“信仰再次产生严重的危机，

宗教真理之金同那个盛装它的古老破旧的钱袋一起被丢弃了，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主要是由于（ ）

A、马丁·路德提出信仰得救，“与上帝直接对话”

B、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否定生物“神创说”

C、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摆脱神学对科学的束缚

D、赫胥黎创立人猿同祖论，否定“上帝造人说”

25、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表示：“在中国，传统产业对于互联网的认识程度、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都是

很有限的。在传统领域中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没有互联网思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则说：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这说明（ ）

A、传统产业不需要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造自己

B、互联网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场革命

C、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新的文化和价值观

D、互联网思维正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

二、综合题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从古到今，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摘编自张久瑛《试论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演变》，刘继兴《毛泽东耐人寻味的“孙悟空情结”》

从以上材料中任选两个相邻的历史时期，指出孙悟空形象的差异，并从艺术形象的时代性角度进行论述。

27、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从男尊女卑的观念出发，统治者制定了一整套法律、伦理道德的原则，用以规范和限制女性

的行为……中国古代把“主内”作为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把相夫教子作为女性的天职……——摘编自《中

国古代社会女性的独特贡献》

材料二

19 世纪末，中产阶级的女性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期待不再是做家务，而是做母亲。

书刊杂志和社会舆论都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母亲应该关心全家人的身心健康……人们也期待着母亲们能

够保留传统的美德和保持女性的特点。油画《贝尔利一家》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坐在桌子前的椅

子上，这暗示着他是与事业和家外的世界相连的；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站在孩子们中间，则表明她处

于“主内”地位。——《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文化探析》

材料三

“口红效应”这-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理论也在海外媒体上不断亮相。所谓“口红效应”是指在美国，每

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

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尤其是战争期间，政府和传媒都鼓励妇女们涂抹着口红进入工厂或

军队，唇间一抹亮丽的红色成了鼓舞士气的法宝。由于大工厂多转产战备物质，各个时装公司纷纷承担起

口红生产的任务，这保证了口红在战争期间的供应。美国海军特地开办培训课程，让女兵们学习如何快速

完美地化妆，同时还规定，从军女性的口红颜色必须与她们制服上红色臂章和帽子上红色细绳相搭配。



——《美丽与禁忌：口红的历史》(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女性与近代西方女性的地位和职责，

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二者社会地位和职责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三，指出美国“口红效应”出

现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女性地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8、史学界认为，15—18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欧洲与中国在思想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

变革。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6、17 世纪的中国，正值明中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

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与正统

思想相叛离的因素。

——刘志琴：《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

材料二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启蒙运动。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和追随者对他们所继承的那个世界提出了

广泛的批判……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试图为更为清晰可靠地理解这些问题奠定充分基础。总之，

启蒙运动乃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材料三

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

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

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是教权。……一个封建君主

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

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

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

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1)材料一中“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指的是什么？这一时

期“涌现出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代表人物有哪些？(2)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材料二中“启蒙运动乃

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3)根据材料三，论证“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

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这一观点。



答案解析部分

一、<b >选择题</b>

1、【答案】C

【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解析】【分析】从材料来看，韩非子强调这种君臣之间的买卖、交易、互相算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

关系，这种关系改变了以宗法血缘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利益至上逐渐成为选官的主要标准，故答案为 C 项。

法家思想作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未能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排除 A 项；韩非子指出君臣之间是

买卖、交易、互相算计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完全无诚信可言，B 项说法绝对，排除；儒家伦理道德正

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之后，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且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排

除 D项。

【点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富国强

兵、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法家先贤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因做出了

卓越贡献而闻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

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

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

能因循守旧。

2、【答案】D

【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解析】【分析】“道法自然”，体现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和谐处世的理念，

故答案为 D 项。反对掠夺，拯民疾苦，是墨家的主张，排除 A 项；“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主张，但“追求平

等”则不是，材料中也未反映，排除 B 项；道家虽然消极处世，“无所不容”，但绝不是与世完全无争，而是

要缓和斗争，在“无为”的前提下达到统治的目标，排除 C 项。

【点评】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

德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

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停运动，事物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不断转化，形成朴素的辩证

法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答案】B

【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解析】【分析】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种主张既利于个人修养，也可用作治国思想，有些观

点与自由主义不谋而合，故答案为 B 项。儒家强调等级秩序，限制自由思想，与材料不符，排除 A 项；墨

家在战国后逐渐消失，与材料中的“在中国长期存在，对中国思想发展影响深远”不符，排除 C 项；法家用

严刑峻法控制百姓，不符合材料中的“有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谋而合”，排除 D 项。

4、【答案】A

【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解析】【分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战国时期孟子所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明

清之际黄宗羲的观点；“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则为之耳”出自于五代十国时期；“君为阳，臣为阴…王道之



三纲，可求于天”是西汉董仲舒所提。从时间顺序上看 A 项符合，故答案为 A 项。其他三项时间顺序不正

确，排除 BCD 项。

【点评】本题属于排序选择题。此类试题要求考生能根据题目要求，把历史事实或历史现象按一定的顺序

加以排列，如时间先后等，其形式有序号式或非序号式两种。解答此类试题可以采用首尾结合法，即首先

找出打头的历史事件的序号，找出备选项的代码；再找出结束事件的序号，结合首尾序号，选择备选项符

合顺序排列的那一个。若存在相同的备选项，则要比较其他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5、【答案】A

【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解析】【分析】根据题干的“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的要求，“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的做人原则和处世

准则，符合道德准则的题意要求，故答案为 A 项。B 项“天人感应”是董仲舒的神学思想；C 项“民贵君轻”

是孟子的民本思想；D项是后人演绎的哲学思想。

【点评】“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在汉代新儒学中提出的做人原则和处世准则。为适应汉武帝建立大一统政治

体制的需要，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

成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和“天人

感应”学说，为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的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和“天

人感应”学说均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儒家思想神学化；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

态，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思想正统化。自汉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

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6、【答案】A

【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分析】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故应从自己内心去寻找“理”，

认为“理”全在人“心”，故答案为 A 项。由材料信息可知王阳明强调的是寻找“理”的方法，B 项与材料不符，

排除 B 项；王阳明反对朱熹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排除 C 项；材料没有反映“致

良知”的内容，排除 D 项。

【点评】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的心学代表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心就是天理；

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天地万物都在心中；认为穷理不必外求，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即

“发明本心”，反对格物致知。王阳明认为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人都有良知，

只要识得此理，则“满街都是圣人”；认为学以至圣的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陆王认为世界的

本原在心，心即是理，故这一学派被称为心学。陆王心学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即明白做人的道理并

努力实行。陆王心学属于理学，是对程朱理学的新发展，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

完成。

7、【答案】B

【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分析】根据材料中的“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和“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可

知是关于治学方法之争，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故答案为 B 项。材料未涉及到世

界本原之争，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理气关系之争，排除 C 项；材料与道统之争无关，排除 D 项。

【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不同点表现在：（1）对世界本原的具体认识不同：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

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心外，先有理后有物；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心即是理”，理在

心中。因此，程朱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2）把握“理”的途径不同：由



于程朱理学认为理在心外，因此主张用“格物致知”的方法，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

基础上去认识和体验“天理”的存在，最终贯通明“理”。陆王心学认为理在心中，不必外求，因此求“理”就

是进行内心的反省，克服私欲，恢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8、【答案】B

【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解析】【分析】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儒家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官员“丁忧”符合儒

家伦理纲常，明清法制深受影响，故答案为 B 项。西周礼乐制度是对王室贵族言行的规范，与官员“丁忧”

无关，排除 A 项；孝廉是汉朝的选官标准，排除 C 项；D 项说法本身错误，排除。

【点评】中国古代法制表现出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

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

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

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

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

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从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过程，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伦理纲常的影响。

9、【答案】B

【考点】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材料“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说明其强调创新和独立思考，B 符合题意，故答案为 B 项。顾炎武只是针对明代学风的弊病发表看法，A

项与材料不符，排除；“强调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与材料中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不符，排除 C 项；D 项材

料没有体现，排除。

10、【答案】D

【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分析】“与之最为接近的思想”应当是指与“纸上谈兵”“虚谈废务”接近的思想。程朱理学在发展

过程中，一味空谈义理，遭到明清之际注重经世致用的一些思想家的批判，故答案为 D 项。汉代儒学是从

当时现实需要出发，排除 A 项；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注重经世致用，讲究接近现实问题，排除 B 项；王

阳明是针对当时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排除 C 项。

11、【答案】A

【考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

【解析】【分析】根据题干中的时间可知是雅典民主发展时期，该时期的作品主要呈现“命运与家庭对人

生的影响等为主题，诉诸人的情感，表现人的优点”“诉诸人的理智，暴露人的弱点”，显然体现的是对人性

的关注，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入发展，故答案为 A 项。题目中并未提到悲喜剧的社会影响，排除 B 项；题

目中悲喜剧研究人的优点和缺点，应为辩证看待人，并非自己的文化，排除 C 项；悲喜剧研究的中心是人

的情感，与认知社会能力无关，排除 D 项。

【点评】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古希腊智者学派的观点是起源，智者学派的观点是

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对人文主义的发展。文

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是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兴起的标志。宗教改革

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进一步发展和传播了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使其得到成熟阶段。启蒙运动不再承认外界的一切权威，主张把理性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是对人文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

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上来。人文主义

从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到启蒙运动时期提倡科学理性与自由平等，表明其得到进一步弘

扬并发展到成熟阶段。

12、【答案】D

【考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

【解析】【分析】题干中的熊为了表达对苍蝇的愤怒以及对朋友的关爱，就不顾它的朋友的身体，反映的

是由于太过于对朋友呵护，但是因为无知，导致了最终使朋友的身体遭受损害，说明“道德必须以知识为

基础，无知是导致罪恶之因”，故答案为 D 项。ABC 项材料没有反映，排除。

13、【答案】A

【考点】智者学派

【解析】【分析】“约定论”认为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为的，是人们彼此约定的。说明这种观点尊重

人的意志和选择，体现出对人的重视。故答案为 A 项。这里的人不符仅限定在贵族之间，排除 B 项；从材

料“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根据”，可以看出不存在对自然的敬畏，排除 C 项；材料不能反映对法律的敬畏，排

除 D项。

【点评】普罗泰戈拉是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

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流变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感觉现象是真实的，万物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

但是他从这种朴素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断言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可靠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

根据各自的感觉作出不同的判断，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因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

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由此又断定“知识就是感觉”，

主张只要借助感觉即可获得知识。他根据这种观点,对传统宗教神学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

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什么东西”。

14、【答案】C

【考点】宗教改革

【解析】【分析】题目所述是指在瑞士，《圣经》被翻译成苏黎世当地语言，即可以用民族语言来传播和

进行宗教活动，表明宗教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故答案为 C 项。材料不能反映慈温利是民族英雄，排除 A 项；

B 项夸大了这一现象的意义，排除 B 项；材料所述不属于启蒙运动的内容，排除 D 项。

【点评】本题属于推理选择题。推理选择题是指对这类选择题可以通过推理达到解题目的。这类题目往往

涉及一些规律性问题，考生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掌握，来分析具有同类性质的历史现象。解答这类题可采用

推演法，通过必要的推理，来确定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推理时要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历史规律、逻

辑关系等。因此，考生平时要注意归纳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并掌握运用。本题可依据材料，结合所学

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内容，选出正确答案。

15、【答案】A

【考点】宗教改革

【解析】【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中“我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极大的挑战

了罗马教廷和教会是上帝最高权威的代表资格，确定了新教的权威性，从而马丁·路德所宣称的“信仰即可

得救”成为教众信仰的权威，故答案为 A 项。B 项属于康德的启蒙思想，C 项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对人

文主义的强调，D项属于苏格拉底的言论，排除 BCD 项。

【点评】本题考查欧洲宗教改革的内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宣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即“信徒皆为



祭司”的观点，反对罗马教皇、天主教会的特权，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信仰自由，强调个人与上帝的

直接沟通。宗教改革否定教皇的权威，打破了天主教会的精神枷锁，摧毁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使人们获

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从而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进一步发展和传播了人文主义。

16、【答案】C

【考点】宗教改革

【解析】【分析】宗教改革确立人文主义宗教观，反对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提倡信徒直接阅读《圣经》与

上帝交流，推崇国王的权威，建立民族教会；抗议贵族的权威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任务。故答案为 C 项。

ABD 项不符合史实，排除。

17、【答案】C

【考点】启蒙运动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启蒙思想。布拉德肖认为国王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契约的双方都必

须履行各自的义务，一旦国王违背契约，“纽带被切断”，人民就有权推翻君主统治，这一观点与“社会契约

沦”的观点是一致的。故答案为 C。ABD 项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18、【答案】C

【考点】启蒙运动

【解析】【分析】卢梭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封建专制就是束缚自由的镣铐，与

“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是对国王、教会和贵族权力的直接挑战”相符，故答案为 C 项。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

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但材料没有涉及“分权思想”，排除 A 项；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

是平等和自由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管排出 B 项；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但材料

未涉及，排除 D 项。

【点评】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西方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成果。它以自然法、契约论为基础，

论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确立人民的自由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最高地位，借以否定君主主权论和议会

主权论。卢梭认为，人们经过协议，订立契约，成立公民的社会；这样个人的“自然”自由虽然受到了限制，

但获得了“政治”自由，个人的生命财产也就有了保障。同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破坏“社会契约”、蹂躏“人权”、

违反“自然”的专制政体，建立以“最聪明的少数人”（实指资产阶级）为领导、充分体现“共同意志”的“理性

王国”。这就是卢梭人民主权思想与主权在民的主要内容，是卢梭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贡献之一。

19、【答案】D

【考点】启蒙运动

【解析】【分析】材料说明近代以来法语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语言，从时间上看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启蒙运

动巨大影响的推动，故答案为 D项。A 项是重要原因，但从时间上不符，法语自身的魅力很早就应当体现；

B 项英美两国的成就最大，C 项兴起于意大利而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二者均与法语推广无直接关系。

20、【答案】C

【考点】科技成就

【解析】【分析】从材料中的“屠呦呦温习中医古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制出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

蒿素”，可以看出，古代医药典籍对科研有启示作用。故答案为 C 项。A 项材料没有反映；材料所述是对中

医古籍的研究，没有体现“重视总结实践经验”的特点，排除 B 项；D 项不属于中国医学的特点。

21、【答案】B

【考点】汉字的起源演变和书画的发展

【解析】【分析】文人画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强调表现个性，讲究借物抒情，追求神



韵意趣，表现出高雅文化倾向，不能呈现出反传统和世俗化的趋势。故答案为 B 项。小说的兴盛和京剧的

发展表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工商皆本”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对立，表现出反传统的趋势。排除 ACD

项。

【点评】本题属于否定选择题（逆向选择题）。此类选择题通常要求选出与史实不符的选项。其特点是题

干部分采用否定式的提示或限制，如用“不是”“无”“没有”“不正确”等词语，所以要特别注意逆向思维。解答

此类题可采用逆推法，即根据题意，首先找出与题干意思相符的三个备选项，剩下的备选项就是题目要求

的答案。解答此类题也可用正向思维或排除法。本题要求选择“不属于”的选项，可以首先确定符合“反传统

和世俗化的趋势”的选项，最后确定不属于这一趋势的正确选项。

22、【答案】D

【考点】商业的发展，宋明理学，汉字的起源演变和书画的发展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调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风俗画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世俗化倾向，

文人画体现了理学和文化专制强化以后表现出的高雅文化倾向，故 D 项正确。元曲和傩戏、话本和小说都

体现了文化的世俗性，不能体现高雅文化的倾向，故 AB 两项排除；汉赋和唐诗既不能体现文化的世俗性，

也不符合理学和文化专制强化以后表现出的高雅文化倾向，故 C 项排除。

23、【答案】D

【考点】经典力学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近代科学技术。根据材料中伽利略和牛顿相信占星术、炼金术和魔法的行为说

明科学的发展水平不够，还不能解释一些自然现象，故 D 项正确。材料中并未涉及牛顿的经典力学，故 A

项错误；材料中是对伽利略和牛顿科学家相信占星术的分析，不是说明牛顿和伽利略研究的继承关系，故

B 项错误；经典力学是牛顿提出的，故 C 项错误。

24、【答案】B

【考点】生物进化论

【解析】【分析】从材料中的“1859 年”、“刚出版的新书”以及“信仰再次产生严重的危机”可以分析得出，

主要是由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否定生物“神创说”。故答案为 B 项。从时间上看，A 项、C 项不符

合，排除；赫胥黎于 1863 年发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提出人猿同祖论，其观点是受了达尔文思

想的影响，所以排除 D。

25、【答案】D

【考点】现代信息技术

【解析】【分析】从材料中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

观”，说明互联网思维正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故答案为 D 项。材料指出传统产业存在的现象，并

非表明传统产业不需要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造自己，排除 A 项；B 项说法内容笼统，不够明确，且观点绝对，

排除；新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产生不一定以互联网为前提，排除 C 项。

二、<b >综合题</b>

26、【答案】 示例：差异：从宋元到明清，孙悟空的形象从追求个人享受转变为诚心向佛。论述：宋元

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物质享受逐步受到个人重视；话本、杂剧的兴起给民众的精神生活

带来了更多选择；佛教的本土化趋势也影响到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塑造。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市民阶层扩大，要求个性解放；封建伦理纲常中对个人欲望的束缚和对“良知”的追求影响艺术形象的塑

造；小说、戏曲的多种袭现手法使孙悟空的艺术形象进一步完善。 总之，人物的艺术形象受时代特征影

响而不断变化。



【考点】文学成就，京剧等剧种的产生和发展

【解析】【分析】第一小问“孙悟空形象的差异”，一是要注意题目“两个相邻的时段”，可以选择宋元

和明清、明清和“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后进行比较；二是要表明自己的观点，赞同或反

对材料中所呈现的“差异”均可。第二小问论述，注意从“艺术形象的时代性角度”，联系所学知识，根

据所选时段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说明，史论结合、史实准确；最后对论述做一个总

结。

【点评】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这类试题往往给出两个以上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有其道理，考生可以同意

其中任何一种，也可以都不同意，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相应观点进行分析说明。出这类命题的意图是考

查考生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开放思维的意识。解答开放型题，要防止感情用事，即使你确实认为某种观点是

最正确，但真正作答时却拿不出太多的证据。因此，选取所要阐述的观点对答好开放题特别重要。从高考

得分的角度讲，应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与教材观点相近的论点为阐述对象，这样论证起来可以从教

材中获取较多的相关历史资料，以说明相应的观点。（2）选择历史材料与理论依据最多的论点为阐述对

象，可以看一下哪一种观点可以从材料中获得更多的资料支持。另外，有些问题除了需要材料论述外，还

需要一定的理论说明，论点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也是选取观点的重要依据。

27、【答案】 （1）地位：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

职责：“主内”，照顾家庭、相夫教子。

背景：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长期存在；儒家和理学思想宣传伦理道德，女性地位受到压制。西

方：文艺复兴等推动了欧洲思想解放；工业革命的开展，加速了社会与家庭的分工。

（2）原因：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政府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为提振危机后人们的精神；美国军方为提

振士气，要求女兵化妆；等。

关系：女性地位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影响。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决定

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将推动人类社会乃

至文明的进步。

【考点】商业的发展，罗斯福新政，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解析】【分析】（1）概括古代中国女性与近代西方女性的地位和职责。对于古代中国女性与近代西方

女性的地位，通过与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男子地位的对比，可知女性地位是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对于

古代中国女性与近代西方女性的职责，从材料一“中国古代把“主内”作为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把相夫教

子作为女性的天职”和材料二“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站在孩子们中间，则表明她处于“主内”地位”，

可知妇女的职责是“主内”，照顾家庭、相夫教子；第二小问背景，结合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在经济、思

想观念等方面的传统因素和时代特征分别总结形成的背景。（2）对于美国“口红效应”出现的原因，从

材料三“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唇

间一抹亮丽的红色成了鼓舞士气的法宝”“美国海军特地开办培训课程”可知，原因为刺激经济复苏，美

国政府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为提振危机后人们的精神，美国军方为提振士气，要求女兵化妆等。关于女

性地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从影响妇女地位变化的因素、妇女地位发生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总结分析。

【点评】概括类材料解析题在解答时要根据材料，对材料内容划分层次，逐层分析，特别是一些关键词，

把握每一层次的要点。然后对要点进行归纳总结，确定哪些是题目要求回答的，再根据所问来回答。结合

所学知识说明型材料解析题，往往材料主题只是一根引线，需要回答的内容从材料中难以归纳得出，主要

是根据教材相关内容回答。这一类试题必须明确材料的指向，弄清材料主题指向教材的那一部分内容，再

看题目所问，然后根据教材相关内容回答。本题故“概括古代中国女性与近代西方女性的地位和职责”和

“美国口红效应出现的原因”，即可通过以上方法作出回答。至于背景和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结

合所学知识，根据当时的有关社会状况回答。

28、【答案】 （1）因素：明清之际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进步思想。

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2）破：批判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

立：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勾画了制度蓝图。

（3）①神学关注来世，束缚容易突破；儒学影响根深蒂固。



②西方有与君权平列的教权；中国是君神合一。

③西方君主对封臣没有绝对的权力；中国君主权力高度集中。

④西方法律来自社会；中国法律出于君权。

【考点】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启蒙运动

【解析】【分析】（1）材料一指出，明中叶以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经

济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文化上涌现出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指的是明

清之际出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进步思想。第二小问概括明清批判思潮的进步性和局限性。（2）根据所

学知识，启蒙运动不仅批判旧制度，而且还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结合启蒙运动的内容回答：启蒙

运动批判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破）；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

等和个人自由，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勾画了制度蓝图（立）。（3）该问属于论述型的问题，论点“中国

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得多”题干已经给出，要求考生从材料二中找到论据，

对比中西方的社会状况进行论证，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语言精练，条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