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师大附中 2014届三校模拟试题第一套

一、 选择题：

24．四合院是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所谓“北屋为尊，两厢次之”，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家长居

住。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东侧为尊，正室居住，西侧为卑，偏房居住，而西厢房的高度及宽度，都比东厢略矮小。这反映了四合院

A.结构设计受宗法观念的影响 B.营建讲究风水学说

C.体现传统社会家庭等级观念 D.体现了男权家长制

25. 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兴以太学，讲授四书五经，正式弟子五十名，又增设无定额的旁听生，由郡国选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

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这表明当时

A．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官方哲学 B．官员选拔标准更侧重考试成绩

C．学校教育与用人选官相结合 D．打破了贵族子弟世代为官局面

26. “ 夫农劳于作剧于病, 爱其谷甚于生死, 不得已而粜者, 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 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 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 腰镰未解, 而日输于市焉”。这

表明宋代

A．农民生活贫困 B. 土地兼并严重 C．赋税负担沉重 D. 商品经济活跃

27.黄仁宇先生在谈到明末清初的商业时，强调资本主义最大的贡献是促进生产，因为它在政治、法律、社会诸方面，首先是容忍并扶助私人财产的无限制发展，而通过极

端的竞争，纯经济利益常发挥最高效率。下列表述符合这一观点的是

A．商业领域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要素 B．商业繁荣促进农业、手工业发展

C．商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进一步提高 D．商业市镇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28.“历史阶段的交推，并不是按一定尺度设置的阶梯。在有的历史阶段的交推中，一种新的力量败下阵来，另一种新的力量在前者的败局下成长起来，接应上去；而前者

在败退中寻求机会，经过新的组合，卷土重来，并与后者抗衡。”下列政治派别的交替与并峙符合材料观点的是

A．地主阶级抵抗派与洋务派 B．洋务派与维新派

C．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 D．维新派与立宪派

29. 漫画成为抗战时期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不仅仅是博人一笑的幽默或隔靴搔痒的讽刺，而是犹如利剑般，把握战场宣传的话语权，直指敌人的咽喉。下表是 1938年至 1945

年载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漫画数量的统计，从中可以得出



年份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数量 157 163 212 101 6 1 0 5

A．艰苦恶劣战争环境导致漫画创作数量锐减 B．国统区抗战漫画运动受国民政府政策影响

C．漫画家参加抗战宣传活动积极性明显下降 D．战局变化与时间推移使漫画运动中心转移

30．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载有：“原告对被告起诉，不是因为被告对原告负有债务，而是同被告就某物发生争执；在此种情形下，原告所提起的是对物的诉讼，例如某

人占有一有形体物，铁提肯定这物是他的，而占有人主张他是所有人。铁提既主张物是他的，所以这是对物的诉讼。同样，如果在诉讼上主张对土地或房屋享有用益权或对

邻地享有通行、驱赶牲畜或导水权，该诉讼是对物的诉讼。”这说明当时在罗马

A．初步形成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B．物权与债权转化是客观规律

C．所有权与占有权的性质相同 D．占有人对物的权利倍受保护

31.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中写道：一般的更正教(指新教)传统认为,宗教改革是使“基督教信仰回复它原来的单纯与直接的状态,将人与上帝之间由宗教所造成的一切隔阂

除去”。“将人与上帝之间由宗教所造成的一切隔阂除去”的是

A．但丁 B. 马丁·路德 C．加尔文 D. 达·芬奇

32．“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制度化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活进步的基本标尺。下列各项符合这一“标尺”的是

A．发表《共产党宣言》 B. 美国创建《1787年宪法》

C．通过《王位继承法》 D.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33．近代初期，公司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成立公司是少数人的特权。英国《1862 年公司法》则宣告：公司只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组织，成立公司是每个公民都享有

的权利。这部法律文献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

A．催生了工业革命 B．为个人投资公司提供了法律保障

C．保障了公民权利 D．是英国对外殖民扩张的有利依据

34.如今在思想界及政治舞台上有三股势力在争霸：其一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毕竟他本人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了；其二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证明最为成功；其三是

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的一大威胁。下列措施属于这一时期第二种主义的是

A．实行货币贬值和有节制的通货膨胀 B．取消关税保护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

C．对社会福利和邮政服务实行私有化 D．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实现资本社会化



35．“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只要双方

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这表明

A．不同文明间的激烈碰撞是历史必然 B．中美两国关系决定世界和平

C．当今世界大国外交应遵循和而不同 D．文化融合必然导致文明冲突

二、非选择题：

40.（25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

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加以复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

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

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才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

──摘编自《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

材料二 1951 年有 375 名学生被公派到苏联留学，其中中国科学院派出了 10 名。“一五”计划规定，5 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 10100 人，其中到苏联的是 9400 人，留苏

预备部招生 12800 人；另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实习生 1300 人左右。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 年到 1962 年有 8000 多名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1000 多名中

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 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

和生产经验。

——摘编自《百年潮》2008年第 12期张久春蒋龙姚芳《新中国初期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当时拟派留学生的特点及其原因。（11分）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影响。（14分）

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 下图是 1950—1984 年苏联、中国粮食产量的而比较。

——摘编自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提取图表中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从粮食产量与国家政策的角度予以说明。



45.（15 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汉化的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反对“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倒退措施，建议窝阔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

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当他把征收来的金、银、帛、粟陈列在朝廷上让窝阔台过目时，这个大

汗才懂得了行汉法的好处。元世祖即位后，围绕着采用汉法问题，斗争更为激烈。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

遵用汉法，其故何如？”1265 年中原汉族学许衡针对这一问题给元世祖上疏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

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当时蒙古已统治中原地区，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分析元朝实行汉法的原因。（8 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行汉法的积极意义。（7 分）

46.（15 分）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 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

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兹先将辩论之纲领，开列于下，以告读者：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以政府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

一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摘编自《民报》，第三号号外（1906 年 4 月 18 日）

（1）依据材料指出争论双方观点的主要不同。（9 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双方争论的根本问题及论战的积极影响。（6分）

47．（15分）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下图的 1945 年以来，德国版图变化图。

图 1 1945—1949 图 2 1949—1989 图 3 1990—至今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版图变化的原因。

（2）谈谈你对德国版图变化的认识。（6 分）

48.（15 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式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1776 年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正式出版，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许

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个角落广泛传播。当时一些

国家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把《国富论》中阐述的原理应用到具体政策中。《国富论》一书充分阐述了经济自由的思想，指出自由竞争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

规律，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利益，如果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那就最能促进全社会的利益。他提出劳动是社会财富源泉的思想，劳动决定

商品的价值的理论，这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学说为正在成长的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

富，他的学说影响几代人的成长。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里奥特说：“也许没有任何一部当代的著作像《国富论》那样对科学经济思想和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摘编自王岳川主编的《一生的读书计划——一生要读知是我 100 位世界名人》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历史背景。（6 分）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亚当·斯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