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2008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二年级政治科试卷

（理科）

一、非选择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

1．2006 年 11 月 7 日由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题为“以儒学乐观稳定的思想迈向

未来”的儒家思想研讨会在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曾说过“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

A．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B．各国文化一律平等

C．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D．各国文化可以交流，但不能相同

2．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记载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丰富成果的是

A．文字

B．史书典籍

C．音乐

D．绘画

3．“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A．源远流长

B．博大精深

C．创造性

D．包容性

4．《湖北日报》曾载文指出，一个民族，疏离了历史，自然就无希望，舍弃了文化，也就失

去了前进的灵魂。这句话告诉我们

A．文化是民族延续的重要标志

B．只有回归历史，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C．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D．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

5．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体现在

①始终是维系中华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②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③

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④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

A．①②③B．②③④Ｃ．①②④Ｄ．①③④

６．一首千百年来为无数海内外游子所传唱、凝聚了无数中华儿女心声的乐府《游子吟》，

牵出了中华游子文化节。2006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以“弘扬民族精神，宣传游子文化”为

主题的第二届中华游子文化节在唐朝著名诗人孟郊故里浙江德清举行。这体现了

A．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

B．中华民族爱好和平

C．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D．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

7．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段话告诉我

们

A．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



B．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C．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特征

D．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8．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变

化而不断丰富的过程。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程中②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③人类

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中④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各个时期

A．①② B．②③

Ｃ．①④ Ｄ．③④

９．２００７年春节联欢会节目丰富多彩，有歌舞、相声、戏曲、朗诵、魔术、小品、杂技、

武术等，从不同角度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文化需求。这

说明人们的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出——的特点

A．差异性、多元化、时尚化

B．求异性、多样化、丰富性

C．民族性、统一性、生活化

D．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

10．在当代中国，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文化应当是

①面向广大人民的文化②反映人民利益与呼声的文化③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④社会

主义的文化

A．①②③B．②③④Ｃ．①③④Ｄ．①②③④

１１．下列属于腐朽文化的是

①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等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③殖民文化、邪教文化、色

情文化等④封建迷信、愚昧迷信、庸俗文化

A．①② B．③④

Ｃ．②③ Ｄ．①④

１２．腐朽文化的危害性主要是

①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②侵蚀民族精神③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④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Ａ．①②③ Ｂ．②③④

Ｃ．①②④ Ｄ．①②③④

１３．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应该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这主要强调法制与德治

Ａ．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B．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有本质区别

C．是一致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

D．是有差别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14．发展先进文化，从本质上看

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过程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建过程③是要培养“四有”

公民④是造就一批文明单位和先进个人

A．①② B．②③

Ｃ．①②④ Ｄ．①②③④

１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主要原因是

①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②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国思想文化领

域的冲击③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多样化④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诱发拜金主义等思潮

A．①②③ B．②③④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④



１６．对腐朽文化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Ａ．坚决抵制，依法取缔

Ｂ．进行批评和教育

Ｃ．说服教育和正确引导

Ｄ．予以改造和剔除

１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发挥着强有力

Ａ．吸纳和融合作用

Ｂ．吸纳和排斥作用

Ｃ．导向和示范作用

Ｄ．继承和创新作用

１８．判别文化性质和方向的主要标志是

Ａ．国家性质

Ｂ．指导思想

Ｃ．政治制度

Ｄ．经济制度

１９．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

①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②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

用③在我国教育和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④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

A．①② B．②③④

Ｃ．①③ Ｄ．①②③④

２０．离开我国社会生活实际，文化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失去生机和活

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A．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思想

B．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

C．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D．需要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二、非选择题（10 分）

材料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我们听到这

雄壮激昂、催人奋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刻，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一种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就像看到“神州”六号飞向太空，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母亲的怀抱。

材料二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既要继承传统，又要不断适应时代的

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真正体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

（1） 材料一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2） 谈谈对材料二中的爱国主义的理解？



高二政治（理科）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A 2．Ａ３．Ｄ４．Ｃ５．Ｃ６．Ａ７．Ｄ８．Ａ９．Ｄ１０．Ｄ１１．Ｃ

１２．Ｄ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Ｄ１６．Ａ１７．Ｃ１８．Ｂ１９．Ａ２０．Ｂ

二、非选择题（1）材料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 分）

（2）①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2 分）

②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

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2 分）

③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2分）

④作为青年学生必须立志做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拥护祖

国统一。（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