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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学年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政治试题（理科）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试题满分 100分。考试

时间 60分钟。测试范围：高二《哲学常识》（上册）一、二课。

第Ⅰ卷（选择题 共 80 分）

一、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每小题 2分。共 80 分。

1．近年来，“网友”“网虫”“电邮”“电子商务”“短信”“全职”“兼职”“钟点工”“假日

经济”“黄金周”“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蹦迪”等新词汇不断出现。新词汇浓缩着时

代前进的步伐，折射出百姓的生活。这体现了 （ ）

A．物质依赖于意识 B．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C．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D．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成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画饼充饥”和“望梅止渴”都非常之富有哲理。据

此回答 2～3 题。

2．这两个成语都强调了 （ ）

A．物质的作用 B．意识的作用

C．意识对物质的决定作用 D．实践的重要性

3．实际上，我们知道“画饼”并不能真正“充饥”，“望梅”也不能真正止渴。这是因

为（ ）

A．意识不能代替物质 B．物质可以代替意识

C．精神的东西并不重要 D．物质和意识没有区别

4．我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宇宙间不存在什么造物主，这种

观点是说（ ）

A．自然界是由天地创造的 B．人类社会是从来就有的

C．天地是万物之源 D．世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

5．赫拉克利特说过：“世界不是任何神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

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中国西周末年史伯则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这

种观点属于（ ）

A．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B．辩证唯物主义 C．朴素唯物主义 D．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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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右图漫画可以看出（ ）

○1 两者的观点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2 甲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乙的观点是形而上学

○3 甲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乙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

○4 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物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

A．○1 ○2 ○3 B. ○3 ○4

C. ○1 ○3 ○4 D. ○1 ○2 ○3 ○4

7．“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反映了（ ）

A.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B.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

C.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D.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8．“按图索骥”这一成语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A.要继承前人经验,不能割断历史 B.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迷信书本

C.要发挥能动性,不能消极等待 D.要重视实践,不能思想僵化

9．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

A.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 B.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

C.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D.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

10．在下列命题中，属于唯物主义的是 （ ）

①金、木、水、火、土杂以成万物 ②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

③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 ④水是万物之本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11．现实生活中虽没有龙，但我们却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这表明（ ）

A．意识并不完全依赖于物质

B．人能够能动地反映外部世界

C．人能通过对现实材料的加工，可以创造新的形象和概念

D．有的意识不是物质的反映

12．“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都是由人的意愿、目的、动机决定的，尤其是杰出人

物的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 ）

A．否认了意识的反作用

B．是神创论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表现

C．夸大了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D．肯定了社会生活的客观性

13．据文献记载，在印度曾多次发现小孩被母狼叼走，并在狼群中长大的事例。这些“狼

孩”，有的虽已七、八岁，甚至十几岁，但都不会说话，不会思维。这类事例表明（ ）

A．狼孩的脑子天生就是笨的、不聪明的

B．狼孩的脑子不是人脑

C．狼孩的脑子虽是人脑，但思维不一定是人脑的机能

D．狼孩没有社会实践，所以不可能产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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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费尔巴哈说过：“自然是一本不隐藏自己的大书，只要我们读它，就可以认识它”。这

主要说明（ ）

A．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B．意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

C．能否认识事物取决于人的意愿 D．正确的认识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

15．“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这首唐诗

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

A．只有正确的认识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B．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C．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反映

D．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意识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16．玉皇大帝的外貌像汉族人，上帝的外貌像西方人，可见( )
A．人是按自己的形象去创造神的，有人就有神

B．宗教观念也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过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

C．宗教观念的根源在人的意念之中

D．宗教观念中有的事物，客观世界中也有

17. “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的说法是：（ ）

A.主张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B.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

C.主张意识是物质的感应的唯物主义观点

D.否认意识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18．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A．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B．物质和物质具体形态的辩证关系问题

C．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D．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

19．“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体现的哲学观点是 （ ）

A．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B．由于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C．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D．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20．某地农民过去误以为多施肥就能提高产量，存在盲目施肥现象。现在，他们根据耕地

的地力、肥力、肥效和作物需肥情况精确设计配方，对症施肥，效果显著。这说明（ ）

A．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B．认识要透过现象达到本质

C．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D．做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21．“只要你对着飞驰的流星许个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这种说法（ ）

A．肯定了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 B．揭示了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

C．否定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D．忽视了联系的客观性和条件性

22．食人鱼在亚马逊河流域猎食其他鱼类并非易事，因为河水混浊，能见度低，许多鱼类

在千百年的生存竞争中形成了对付食人鱼的“尖端武器”。而我国南方的气候虽与亚马逊

流域相似，但缺少上述对食人鱼的自然制约因素，因此大量引进会破坏本土鱼类系统。这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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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具体的、客观的 B．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C．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D．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23．目前已知我国至少有 380 种入侵植物、40 种入侵动物、23 种入侵微生物。外来物种

给农业的生态系统、畜牧和鱼类栖息环境、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人类健康都带来了很

大的威胁。上述材料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A．应杜绝外来物种的引进，保护本地生物物种

B．事物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C．必须具体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做到趋利避害

D．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具体分析利和弊

24．下列说法能够体现因果联系的是（ ）

A．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B．天黑了，下雨了

C．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D．无风不起浪，有水才行船

2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

A．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并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B．客观规律始终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C．科学理论对人的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

D．远大理想能够指导人们在现实中更好地工作

26．俗语说：“花在树则生，离枝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这句话的哲学寓意是（ ）

A．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B．任何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存在

C．既要统观全局，又要照顾局部 D．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7．有关专家指出，信用问题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这表明（ ）

A．部分同时也是整体 B. 部分对整体有制约作用

C. 办事情也要从局部着眼 D. 搞好局部就能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28．下列说法中，与“牵一发而动全身”包含同一哲理的是 （ ）

A．勿疏小善，方恢大略 B．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C．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D．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

说：“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据此回答第 29～30 题。

29．赫拉克利特的观点（ ）

A．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B．肯定了物质的运动性

C．否认了事物的相对静止 D．夸大了物质的绝对运动

30．克拉底鲁观点的错误在于（ ）

A．否认了意识的能动性 B．否认了运动的绝对性

C．否认了相对静止 D．夸大了静止的相对性

31．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是（ ）

A．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 B．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

C．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D．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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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体现的哲理是（ ）

A．人每时每刻都在变 B．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C．一切事物都在瞬息万变，不可捉摸 D．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发展了质变

3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这体现了 （ ）

A．社会变化总是循环往复的 B．人类社会是变化发展的

C．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D．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

34．“一万个后来者，不如一个开拓者。”从哲学上看这句话的积极意义在于（ ）

A．鼓励人们看问题从整体着眼 B．要求人们不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

C．鼓励人们要具有创新精神 D．鼓励人们提高活动的预见性和自觉性

3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乌鸦叫丧，喜鹊报喜”，“手相、指纹、生辰八字，可以决

定个人的命运”。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违背了 （ ）

A．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B．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

C．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具体的原理 D．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理

36．“舍卒保车”体现的辩证法原理是 （ ）

A．一切从实际出发 B．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要按规律办事

C．整体与局部相互依赖，整体高于局部 D．矛盾主次方面辩证关系

37．“未雨绸缪”这一做法包含的哲理是 （ ）

A．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B．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C．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D．量变和质变关系

38．以下属于新事物的有 （ ）

①太空中新的星体 ②生物中的新物种 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④电子计算

机“科学算命” ⑤村民自治

A．①④⑤ B．①②⑤ C．①②③ D．②③④

39．某市为保护本地啤酒，排斥外地啤酒，明文规定：“凡外埠酒类未经申报审批，一律

不准进入”该市酒类市场和酒家、饭店直接进行销售。而销售外地啤酒很难取得酒类

专卖许可证。从哲学上看，该市的做法 （ ）

A．否认了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 B．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

C．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D．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40．一些人无视人口与资源、人类与环境的联系，为了追求眼前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掠夺式地开发资源。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破坏

了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们的生存环境。这是 （ ）

A．人们对事物的联系无法改变的表现

B．不懂得或者否认事物联系的客观性的表现

C．否定联系的多样性的表现

D．不承认人的意识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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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20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20 分）

41．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

突出的位置，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要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就应该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请从唯物论．．．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