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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

历史试题

2017.1

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75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本部分共 30

小题，每题 2 分，共 60 分）

1．周人不仅以礼敬拜上天、祖先，而且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也用礼的形式来表现，从周王

分封到庶民婚丧嫁娶，礼无处不在。下列关于周礼的说法错误．．的是

A．以宗法关系为基础 B．有利于强化政治等级

C．以分封制度为基础 D．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观察下图，关于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说法正确的是

A．秦朝推广郡县制削弱相权加强君权 B．唐朝的三省六部分散相权加强皇权

C．宋朝设参知政事分割宰相的财政权 D．明朝设内阁使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3．《中国传统政治》记载：因为当时地方骚乱，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正官采访同乡舆

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送中央政府作为录用根据。该材料分析了

A．世卿世禄制的必要性 B．察举制的弊端

C．九品中正制的必要性 D．科举制的弊端

4．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

下缴驳。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可见唐朝

A．门下省权力最大 B．尚书省权力最小

C．皇帝不参与决策 D．注重事前的监督

5．右图场景最早出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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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梭伦时期 B．克里斯提尼时期

C．伯利克里时期 D．査士丁尼时期

6．在伯利克里执政时代，某机构是一个总司一切事务的行政组织，其成员由抽签选出，每

日在雅典城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除了节日及凶兆日子外，会议皆会举行。这一机构

是

A．公民大会 B．五百人议事会 C．陪审法庭 D．十将军委员会

7．如果一匹租来的马被人偷走，租马的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罗马法的答案是：他必须赔

偿这匹马的价钱给马的主人，因为他应该好好照顾这匹马。由此可见罗马法

A．注重证据收集 B．内容过于单一 C．具有契约思想 D．蕴含民主原则

8．“它集中了过去的习惯法，并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编纂而成。它是罗马习惯法向

成文法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罗马法发展的基础。”文中的“它”指

A．《十二铜表法》 B．公民法 C．万民法 D．《民法大全》

9． 近代某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最高统帅，他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选出，任

期 7 年，可以连选连任。该总统来自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美国

10．汉弥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美国建国初期）所经历的祸患并非来自局部的或

细小的缺点，而是来自这个建筑物结构上的基本错误。”材料中的“错误”指

A．种族歧视 B．黑奴制 C．阶级歧视 D．邦联制

11．“光荣革命”后国王仍能独立行使行政权。18 世纪初，英国国王来自德意志，不谙英国

事务，很少出席内阁会议。这样，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成为惯例。这一现象促使英国

A．颁布《权利法案》 B．确立君主立宪制

C．形成责任制内阁 D．进行议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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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国家大权，具有制定法规、缔结条约等权力，不受议

会制约。该宪法主要借鉴于

A．《权利法案》 B．《1787 年宪法》

C．《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 D．《德意志帝国宪法》

13．“第二天始，中国人民便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九月间，上海有十万大中小学学生的大罢

课，有三万五千日本码头工人的大罢工。全国各地，从上海到成都，从平津到广州，所

有的学生都卷入反对日寇进攻东北的热潮中。”上述材料记载的历史事件是

A．甲午中日战争 B．五四运动

C．九一八事变 D．七七事变

14．“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当代学者冯友兰得

出这一结论的证据不．包括

15．“它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

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这里的“它”指

A．鸦片战争 B．太平天国运动 C．辛亥革命 D．国民大革命

16．面对日寇的侵略，八路军总部主动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

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八路军发动的战役是

A．淞沪会战 B．平型关战役 C．台儿庄战役 D．百团大战

17．下列法律文献中，第一个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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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俄国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问：社会主义是否

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据此可知，马克思

认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是

A．生产力高度发展 B．武装暴动

C．无产阶级联合 D．欧洲一体化

19．工业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发展。下列关于它的表述正确的是

A．理论到实践的标志是《共产党宣言》B．理想变现实的标志是法国巴黎公社

C．空想到科学的标志是俄国十月革命 D．曲折的主要表现之一是苏东剧变

20．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方面的成就，是在前 30 年民主政治建设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前

30 年的民主存量，就不可能有后 30 年的民主增量。下列属于“存量”的是

A．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B．《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D．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

21．1953 年颁布的“人大选举法”规定，直辖市和工业大城市每 10 万人选代表 1 人，一般省

份每 80 万人选 1 人；2010 年春修订后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乡

村与城市人口数的比例修改为 1：1。代表名额比例的变化反应了

A．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在农村 B．代表由等额选举变为差额选举

C．直辖市的地位高于一般省份 D．由偏向大城市转变为城乡平等

22．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共同纲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A．社会主义原则 B．人民民主原则

C．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D．坚持多党合作

23．“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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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上述文献最有可

能出自于

A．《告台湾同胞书》 B．《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C．汪辜会谈 D．九二共识

24．《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实行“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

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团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该政

策指

A．“一边倒” B．“另起炉灶”

C．“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D．对外开放

25．学者沈志华指出：“及至（20 世纪）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战略，使国际

‘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转型。”该时期“调整外交战略”

的表现有

A．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B．中日建交

C．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D．中美建交

26．2012 年 2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动武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和俄罗斯

投了否决票，决议未获通过。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表示，中国的反对票既非“跟随俄罗

斯”，也不是“同情巴沙尔”，为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国坚持的“原则”是

A．求同存异 B．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反对霸权主义 D．睦邻友好

27．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最能体现这一方针的举措是

A．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与交流 B．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C．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D．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28．美苏“冷战”是在对抗与缓和的交替中进行的，在欧洲是真正意义上“冷战”，而在亚洲

则充满了“火药味”。“火药味”主要体现在

A．杜鲁门主义 B．古巴导弹危机

C．朝鲜半岛分裂 D．柏林墙的修建

29．下表是某国际组织资料，该国际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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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1949 年

组织宗旨 成员国在集体防务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共同努力，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

促进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民主、法治和福利，保卫成员国的自由与安全。

总部驻地 布鲁塞尔

A．北约 B．华约 C．欧共体 D．不结盟运动

30．尼克松在 1972 年接受专访时说：世界历史上享有长期和平的惟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

在的时期。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

相互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尼克松的观点表明

A．两极格局没有存在的必要 B．美国已经放弃霸权主义

C．势力均衡一定会带来和平 D．多极化的趋势已经显现

二、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涂 A，错误的涂 B。（本不分共 5 题，每

题 2 分，共 l0 分）

31．郡县制、郡国并行制、行省制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体现了我国古代中央集权不

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32．古罗马制定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对后世影响广泛的法律，留下了永恒的法律精神。

33．解放战争时期，平津、辽沈、徐州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

34．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35．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等多个政治力量发展，多极

化格局最终形成。

三、材料解析题：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本部分共 2 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36．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阅读下列材料：（10 分）

材料一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

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

到日本或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面即尽其全力给予

军事及其他援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材料二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

并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经验，产生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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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

——游艳丽《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之联系》

材料三 （1968 年）差不多在尼克松提出其以“收缩”为主要特点的“尼克松主义”的

同时，苏联领导人则提出了旨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进行干涉为主要内容的“勃列

日涅夫主义”。……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外交战略六次演变历程：60 年的调整和创新》

材料四 缔约双方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任何以武力施压或以种

种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愿为加强国际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进行积极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苏同盟”的积极影响。（2 分）

（2）据材料二，分析“一边倒”政策对新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3 分）

（3）据材料三，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原因。根据这一战略，70

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重大举措是什么？（4 分）

（4）据材料四，指出新时期我国调整外交方针的出发点。（1 分）

37．选择正确的方式与道路，有利于推动革命的发展。阅读下列材料：（10 分）

材料一 列宁认为，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为这样做会脱

离群众。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列宁认为革命之所以能够和平发展，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二 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

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

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於别国。

——粱启超《欧游心影录》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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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列宁提倡的夺权方式并分析其原因。（3 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过激派政府”、“空理想”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

知识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价值”。（4 分）

（3）材料三中图一、图二所示历史事件选择的革命道路有何不同？谈谈你对中俄两国选

择不同革命道路的认识。（3 分）

四、问答题：根据设问，回答问题（本部分 1 题，10 分）。

38．世界政治格局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二战后美苏从盟友变为对手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两级格局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3 分）

（2）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崛起的表现有哪些？

对世界政治格局有何影响？（4 分）

（3）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影响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的关键因素是什么？（3 分）

江苏省如皋市 2016—2017 学年度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

历史试题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本部分共 30

小题，每题 2 分，共 6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B C D B B C 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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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C B C D A A D A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A A A B B D C A D

二、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涂 A，错误的涂 B。（本不分共 5 题，每

题 2 分，共 l0 分）

题号 36 37 38 39 40

答案 B A B A B

三、材料解析题：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本部分共 2 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36．（10 分）

（1）影响：维护国防安全；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巩固新生政权。（任意两点 2 分）

（2）弊端：使中国过多依赖苏联；照搬苏联经验，带来许多弊端；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

展。（3 分）

（3）原因：美苏分别进行了战略调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2 分）

举措：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建交。（2 分）

（4）出发点：和平与发展（1 分）

37．（10 分）

（1）方式：和平夺权（1 分）

原因：①暴力夺权会导致脱离群众；②人民手中掌握着武器；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没有用暴力压制群众的现象（2 分）

（2）政府：工兵表苏维埃政府（或答人民委员会）（1 分）

理想：社会主义（1 分）

价值：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鼓舞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开创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开创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任意两点 2 分）

（3）不同：俄国：城市武装起义(或以城市为中心)；

中国：工农武装割据(或农村包围城市)。（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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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1 分，言

之有理即可）

四、问答题：根据设问，回答问题（本部分 1 题，10 分）。

38．（10 分）

（1）原因：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矛盾。（2 分）

标志：北约华约对峙局面的形成。（1 分）

（2）表现：不结盟运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2 分）

影响：冲击了两极格局，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出现（2 分）

（3）变化：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加强。（2 分）

因素：世界上主要政治力量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或答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1

分。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