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学年上期期中联考

高二历史试题

时间：90 分钟 满分：100 分

注意事项：

1. 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答题前，请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

等考试信息填写在答题卡上。

2. 第 I 卷的答案，请用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相应的标号内；第 II 卷的答案，须用黑色水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

3. 考试结束，只上交答题卡。

第 I 卷

本卷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总计 60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且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

1． 文化专制，是专制政权维系自身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典型的文化专制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

的力量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一和压制，来实现对人民自主意识的控制。以下各项不属于典型的

文化专制手段的是（ ）

A．“焚书坑儒” B．“书同文”

C．“独尊儒术” D．“文字狱”

2．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墨子主张兼爱非攻，韩非子主张

中央集权。透过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政治目的可能是（ ） [来源:学科网 ZXXK]

A．恢复周礼 B．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C．维护统一 D．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推广

3．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并起，有的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探讨人与政府的关系，

还有的探讨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如果有学说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该学说最有可能是（ ）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4． 诸子百家中老子主张“致虚”“守静”，韩非子主张“孔窍虚”，曾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孟

子提倡“浩然之气”“反身而诚”。这说明诸子学派( )

A．具有各具特色的道德偶像 B．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的完善

C．认同各不相同的修养方式 D．强调突破传统礼制的束缚

5．西汉后期，帝王诏令中多见涉及灾异的内容，而东汉帝诏中更是频繁出现因灾异而“惧恐一二，

修省一二”的内容。这反映出当时( )

A．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落后于西方 B．皇帝借助神权强化统治

C．天人感应思想对君主有所约束 D．自然灾害频发危及统治

6．下表是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所记载的“义门”(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代表人物数量的粗略统计。

该表呈现的变化反映了( )

正史名称 人数

《南史》 13

《北史》 12

新旧《唐书》 38

《宋史》 50

A．经济发展助推伦理规范 B．宗法制度的范围扩大

C．地方上大家族势力愈发强大 D．儒学影响力不断增强

7．唐宋时代，契丹、女真、蒙古以及中亚等外族进入中国，使中国不再是单统的华夏民族。中国文

化接受了外来的刺激，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在此基础上，韩愈及其以后的一代又一代儒

家学者提倡回归经典。他们的工作( )

A．强调“天人感应” B．加速国内民族融合

C．推动理学的形成 D．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8．朱熹认为儒家有天然干预政治的权利，儒生读书为官的目的是 “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为此，朱

熹认为儒学应该致力于( )

A．“存天理、灭人欲” B．“格物致知”



C．“正君心” D．“致良知”

9．儒学既是伦理学，又是政治学，更是教育学。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充实，下

面各项属于明朝以来形成的突出教育思想是（ ）

A．有教无类 B．因材施教 C．格物致知 D．知行合一

10．王守仁认为“ 圣人原与凡人一样，并没有全知全能的天赋，他们也只是能够发现自己的良知”，

这一认识被后世一些学者评价为“圣凡平等观”。王守仁该思想最有可能影响的学者是（ ）

A．王夫之 B．李贽 C．顾炎武 D．黄宗羲

11．“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

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思

想主张( )

A．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

B．区别王朝政权与国家概念

C．具有了近代“民权”意识

D．被康有为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2．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学汉语、穿儒服、敬祖先、祀效天，宣扬“耶儒合流论”，以致传教士“出

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在华势力得以

发展主要是因为( )

A．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习俗 B．天主教与儒学宗旨一致

C．获得社会上层的大力支持 D．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增多

13．西汉儒学家落下阂、邓平等创制了《太初历》；以桓谭、扬雄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参与了宇宙结构

理论上的浑、盖之争；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对儒家经典多有研究，而且他的天文学思想受到扬雄

所著《太玄》的影响。由此可见( )

A．汉代儒学成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

B．儒学是天文历法发展的主要原因

C．汉代儒学推动古代科技体系形成



D．汉代的天文历法与儒学关系密切

14．宋朝统治者规定“不以文字罪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不仅有助于士人们施展才

智、自由争鸣，且有助于士大夫们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明。由此可知，宋代科技文化的繁

荣得益于( )

A．政治运作的文明与理性 B．统治者对科举制的完善

C．文人士大夫的精心钻研 D．理学抛弃儒学禁锢思想

15．从字体演变的角度分析，下图体现了汉字( )

A．形象化的发展方向 B．实用性不断增强

C．将写意发挥到极致 D．逐渐走向繁复化



16．以下对下面画作的描述准确的是( )

A．在表现技法上属于工笔 B．逼真摹写客观自然景物

C．注重传达主观情致与神韵 D．逼真摹写客观人物形象

17．有学者指出，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是西方多元竞争性文明与中国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

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国近代的挫折与失败，与这种以安分为内核的文明共同体缺乏演进与适应

能力有关。这主要说明( )

A．传统文明在近代演进中得以充实 B．两种文明在碰撞中实现双向发展

C．西方文明全面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D．中西方文明结构影响了社会走向

18．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时“投考者寥寥”，而到光绪年间，随着大量“有用”之西书被翻译和

引入，1874 年上海“格致书院”创办时得到了李鸿章等许多官绅的捐款资助。这一变化表明

( )

A．传统儒学已经丧失主导地位 B．追求西学已经成为了社会主流

C．“西用”思想的社会基础扩大 D．官绅阶层已经接受了西政思想

19．19 世纪 60 年代，普鲁士军舰在渤海湾扣押了一艘丹麦船，当时正值普丹战争中，清政府按照

国际法中关于领海的规定，向普鲁士提出抗议，并使该船获得释放。这反映了清政府( )

A．开始接受国际交往原则 B．抛弃了传统夷夏观念

C．初步具有近代外交意识 D．突破了“中体西用”思想

20．下表是对 1850 年至 1899 年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统计。作为史料，它可印证当时中国( )

类别 数量 比重



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 399 70．4%

社会科学与史地哲等 113 19．9%

A．社会科学有较高学术水平 B．近代化水平处于较浅层面

C．科学技术尚未应用于社会 D．资产阶级主导了社会变革

21．“庙产兴学”就是利用各地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其始作俑者是康有为和张之洞。康有为建议将

各地庙宇废除并改为新式学堂，首开庙产兴学之议；张之洞也主张征收全国数万座寺院、道观，

利用其土地及建筑物，以节省巨额费用。材料说明( )[来源:学§科§网Z§X§X§K]

A．近代教育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B．民间信仰得到限制与批判

C．庙产兴学促进了新式教会的发展 D．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

22．从 1903 年开始，一股“黄帝热”在中国蔓延：越来越多的刊物采用黄帝纪年、不同版本黄帝肖

像画的出现及流传、不断增多的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其反映出的社会思潮是( )

A．物竞天择 B．驱除鞑虏 C．民主共和 D．君主立宪

23．《新青年》最初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只印 1000 本，发行 6号之后，就停刊了半年。对此，陈独

秀指出：“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

这可以用于说明当时( )

A．思想禁锢，万马齐喑 B．思想争鸣，兼容并包

C．西方文化已被广泛接受 D．启蒙报刊兴盛，竞争激烈

24．1924 年孙中山在《建国纲领》中指出：“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

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这表明他

主张( )

A．废除封建剥削 B．解决民生问题

C．实行土地国有 D．践行社会主义

25．“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

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份孙中山临终遗言（ ）



A．反映了新三民主义的内涵 B．反映了孙中山革命的终极目标

C．说明孙中山坚持“三大政策” D．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26．毛泽东认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提供了武装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能性和

必然性。”这一思想的提出反映了( )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B．中共从幼稚走向了成熟

C．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 D．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

27．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示“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把一个国家，

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身上是靠不住的”,继而把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制由党中央主席拥有

最终决定权的“主席制”改为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的“书记制”，邓小平的意图是（ ）

A．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B．防止出现新的个人崇拜

C．不断推进对外开放 D．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

28．号外指的是定期出版的报刊除按编号发行之外，遇紧急消息须及时报道而临时编印的增刊。下

列号外按其发行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A.①②③④ B．①③②④ C．①④②③ D．②①④③

29．1980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切实保证人民进行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自由。与“三不主义”精神一致的是( )



A．“二为”方向 B．“科教兴国”

C．“双百”方针 D．“三个面向”

30．“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以下史实到结论的推断，符合这一原则的是( )

史实 结论

A 商鞅变法“废分封，行郡县” 秦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度

B

董仲舒提出无论“风调雨顺”还是“灾

祸连年”都是上天对君主德行修养的

暗示

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

C 明中后期内阁阁臣多由六部堂官担

任，并获得了“票拟”之权

内阁上升为决策机构

D 清“海禁令”规定“片帆不得下海” 禁止中外贸易 [来源:学&科&网Z&X&X&K]

第 II 卷

本卷有三道材料分析题，31 题 16 分，32 题 12 分，33 题 12 分，总计 40 分。

31．（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

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

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

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

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

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在近代早期，儒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早期改良派常把某些西

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置放在儒学名义之下，于是儒学就披上资产阶级文化色彩。

后来，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更自觉地利用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对儒学进行比较全面的改



造，使之不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种儒学不妨

称着近代新儒学。

——摘编自张朝松《儒学近代转型的一个侧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古代儒学的演变历程，并简析推动其演变的原因。(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分析新儒学在近

代变迁中的作用。(8 分)

32. (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 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经过了一个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

程。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魏源等知识分子从“公天下”角度盛赞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

70 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时期，从郑观应、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几乎无一例外地赞赏君主立

宪制度；20 世纪初，经孙中山等革命派倡导和与改良派的激烈论战，民主共和又逐渐取代君主

立宪成为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追求目标。

——整理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解读材料，提炼一个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相关史实加以阐述。(要

求：观点明确，史实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12 分)

33. (12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897 年 11 月，梁启超开始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

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

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

“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

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



——摘编自李宝红《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材料二 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

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

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

岂苛论哉！

——-摘编自严复《原强续篇》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梁启超宣传西学的方式。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宣传方式的利弊。(6 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严复的观点。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严复等人关注西

学保留的时代背景。(6 分)[来源:学科网 ZXX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