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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4-2015 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年级   文科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题满分：100分 

命题人：李娜 张丽  校对人：李娜 张丽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小题，每题 2分，共 60分） 

1．“我但愿你们天天注视着宏伟的雅典，这会使你们心中逐渐充满对她的热爱。当你们为

她那壮丽的景象倾倒时„„你们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并有履行职责的勇敢精神，直至为她

慷慨地献出生命。”伯利克里这段演讲强调 

A. 权力制约     B. 公民意识      C. 平民政治     D. 法律至上 

2．梭伦改革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为

此，最不可能引起多数雅典公民注意的行业是 

A．农业       B.手工业         C.工商业       D.航海业 

3．梭伦在诗中写道：“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它反映了的政治理念是 

   A．中庸原则      B．节制思想    C．绝对平等  D．平均主义 

4．苏格拉底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时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

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

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要轻得多。”以下选项最

能反映材料本质的是 

A．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是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表现方式 

B．雅典民主政治,其实就是男性公民的民主政治 

C．雅典民主的泛滥,导致国家权力的误用 

D．用豆子抓阄的办法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5．为纪念在塞浦路斯举行的国际会议而发行的梭伦纪念邮票，上面有梭伦的名言“避免极

端”（Nothing  in  excess）。梭伦改革的措施最能体现他这一主张的是 

A. 颁布“解负令”                   B. 鼓励发展工商业 

C. 建立“五百人会议”           D. 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6．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其名著《传记集》中指出，“„„全希腊人的公款，竟被从提

洛岛弄了出来，为雅典一邦据为己有了„„希腊真是受了奇耻大辱，她显然正遭到暴君



 

 2 

的独裁统治。她眼见自己迫不得已献出的军费，竟被用来把我们的城市粉饰得金碧辉煌，

活像一个摆阔气的女人似的，浑身载满贵重的宝石、雕像和价值累万的庙宇。” 这说明

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 

  A．民主只限于公民范围内           B．公职人员侵吞公款盛行 

 C．存在独裁统治                   D．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谋求霸权 

7．公元前 338年，刚继位的秦惠文王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商鞅。《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

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

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最后无处可去的商鞅被逮捕处死。这个

“作法自毙”的故事，说明了当时的秦国 

A．变法深入贯彻  B．变法违背民意    C．变法阻力重重   D．变法最终失败 

8．某班同学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开展研究性学习，他们拟定了以下研究题目。其中不符

合史实的是 

A．《孔子办学：谱写古代教育新篇章》    

 B．《诸子百家：筑就中华民族的精神》  

C．《铁犁牛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D．《商鞅变法：开创大秦帝国的百年基业》 

9．战国时期的改革或变法的影响之一是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符合此说法的选项是 

    A．“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B．“尽地力之教” 

C．“相地而衰征”                    D．“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高无所荣华” 

10．秦与魏的关系正如商鞅所言“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

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由此可见，公元前 341年秦国大举伐魏主要是为了 

A．收复失地报仇雪恨                B．迫使魏国俯首称臣        

C．扫除向东方发展的障碍             D．一举完成统一大业 

11．世人对秦国人有着“薄恩礼，好生分”的印象，这与商鞅变法哪一措施有关 

A．奖励军功      B．奖励耕种     C．什伍连坐和告奸制度      D．焚烧诗书 

12．商鞅变法中的重点打击对象是 

A．贵族和商人      B．地主和商人     C．小农和奴隶     D．贵族和地主 

13．比较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下列评述正确的是 

A．都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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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都完善地方政权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C．都推行汉化政策，缓和民族矛盾 

D．前者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后者得到旧贵族的支持 

14．史书记载，“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后来“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

于进取。行之二岁，秦旧俗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这种变化 

A.有利于秦国推行残酷的连坐法   B.加快了小农经济在秦国确立的进程 

C.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    D.大大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15．北宋前期，统治者认为：“富室田连阡陌，为国家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这表明北宋政府 

A．采取抑制土地兼并、重农抑商的政策 B．减轻农民负担限制大地主特权 

C．纵容土地兼并以便筹集军费         D．力图搜刮百姓钱财充实国库 

16．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致忠直疏远，

谗佞辐辏。”司马光说的“谗佞”指的是 

A．拥护变法的人          B．反对变法的人 

C．政府中的贪官污吏      D．变法中得益的人 

17．北宋中期，“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如某

人为“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

府才是实际职务。宋代这样做的影响是 

A．提高了行政效率        B．完善了宋朝的科举制度 

C．加重了财政负担        D．解决了藩镇割据的威胁 

18．北宋司马光对神宗皇帝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这主要是因为变法 

A．对科举制和学校制度进行了改革 B．用人不当，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 

C．改革失败，未使北宋摆脱危机   D．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19．王安石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流俗所共知耳。

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也。”这表明他认为 

A．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态度 B．最高统治者的才能决定国家命运 

C．社会治安状况是衡量朝政兴衰的标准   D．改革教育与选官制度是根本大计 

20．司马光评价王安石变法时说：“中户以下大抵乏食„„而州县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钱不

敢少缓，鞭笞缧绁唯恐不迨。”司马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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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全是保守势力的政治攻击     B．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现实问题 

C．既是政治攻击也反映了客观问题 D．只是代表了其个人的偏见 

21．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 900多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

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这段材料说 

A．市易法      B．青苗法        C．募役法      D．农田水利法 

22．1864 年，有人称：“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欧洲诸邦“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

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这一“变局论” 

    A．奠定了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     B．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夷夏观念 

C．反映了对西方文明的抵制态度  D．反映了变法自强思想的出现 

23．某论文将“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开始农奴制改革”、“日本遭遇黑船来航的冲击，

继而明治维新”、“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开展戊戌变法”作为重要论据。该论文的主

题可能是 

A．西方的殖民侵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B．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近代化改革 

C．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亚洲的确立       D．工业革命在亚洲的扩散 

24．有首上海的旧民谣，讲述了清朝 260多年的大事，其中与戊戌政变有关的句子是 

    A.昊三桂要去借清兵，顺治帝登基享现成 

    B.林则徐严禁吸洋烟，忠心报国无人识 

    C.曾国藩团练起湘乡，淮军还有李鸿章 

D.好头颅六个凭空送，菜市街夜夜叫冤魂 

25．著名的史学家戴逸根据戊戌变法的历史影响指出：“人们久处在封建闭塞的发霉气氛中，

忽然从那里吹过来一股新鲜的气息，麻木不仁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了，僵硬的四肢逐渐

动弹起来了。”这是强调了戊戌变法的意义是 

A．挽救民族危亡  B．实现富国强兵  C．引领思想启蒙   D．建立民主政治 

26．《光绪朝东华录》载清末颁布的一份懿旨称：“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

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与这

一懿旨的颁布有直接关系的历史事件是 

A．百日维新       B．戊戌政变         C．清末新政         D．预备立宪 

27．有人说，康有为等人想以日本明治维新的要义为蓝图，在中国推行变法。但是没有认识

到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而是机械地照搬日本的经验，只是从形式上学习并没有掌握明

治维新的真正“要义”。这里的“要义”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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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面学习西方，全盘西化 

B．政府的重视和参与 

  C．推翻旧的幕府统治，建立新的天皇政权 

    D．专制统治腐朽 

28．下列观点符合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是 

    A．夫不可变者，伦纪、圣道心术也，非器械艺也 

    B．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C．当世恶疾，帝制为最，唯合众共和为世界之潮流，顺者昌，逆者亡 

    D．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行斯强也 

29．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因为它 

    A．提出了各方面具体的变法建议  B．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C．系统论证了维新变法的理论    D．明确提出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30．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

服独异„„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中国宽

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万同竞争之世„„诚非所宜。”此段材料中康有为要表达的思想

是   

    A.进行政治变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B.进行社会风俗的变革，以使中国与世界文明相融合 

    C.进行经济变革，大力发展机器生产，以提高生产力 

D.要求政府下令进行“断发易服”，采用汉人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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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两小题，31题 20分，32题 20分，共 40分） 

31．（20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

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

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

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

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

科举制。„„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

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

幅度地增长。                                     ——白寿彝《中国通史》 

（1）据材料，概括武则天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措施。（6分） 

（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武则天的措施对唐代政治发展的影响。（14分） 

32．（20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中共中央接受了李鼎铭等人建议，于 1941年 12月初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

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

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还具体规定，各抗日

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 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 2%，党政民系统人

员占 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级领导人

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在正式实施之前，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动

员、宣传工作。毛泽东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特地派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12 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

实施纲要》，次年 3 月公布执行。与《纲要》相配套，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组织措施

和条例，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

《简编方案》等。通过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 

——龚云《1941年“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的目的。（12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成效显著的原因。（8

分） 

图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