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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5—2016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文科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题满分：100分 

命题人：朴贤哲  杨  译        校对人：朴贤哲  杨  译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2分，共6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

目要求的。） 

1. 孔子曾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古罗马普卢塔克的名言：“道德

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由此可见，古代东西方思想家都强调  

A．崇德尚群       B．济世爱民      C．诚实守信       D．礼法并施 

2. 《潘天寿谈艺录》在谈到中国写意画的创作时提到：“无”实际上是“有”之根本。画“要耐人寻味，

就要虚多。虚多者，即告诉人的少，藏起来的多，故人所思的就多。”下列著作中蕴含上述思想的是  

A．《论语》        B．《道德经》         C．《春秋繁露》     D．《四书章句集注》 

3. 莫格在《他说的仍在实行》中指出：“和柏拉图一样，孔子认为‘明君’治国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社会，

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都是失败的政治家。”柏拉图和孔子成为“失败的政治家”的主要原因在

于二人的思想  

A．与当时的现实政治脱节            B．缺乏思辨性和系统性 

C．未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D．治国实践中遭致失败 

4. 孔子认为：管仲为相，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民众至今仍受惠于他的功德，并大力赞赏他“如

其仁”；而孟子则猛烈抨击管仲背弃旧主、不知礼仪。孔孟对于管仲的不同评价，反映出  

A．儒学内部存在激烈的分裂与斗争         B．儒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教条化 

C．孟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D．孟子有选择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5. 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

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由此可见，董仲舒  

A．主张以德治国少刑罚             B．宣扬阴阳家的学说 

C．全盘否定了法家思想             D．摆脱先秦儒学影响 

6.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曾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泛的著作是《家礼》。”“朱熹对于

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对于朱

熹的作用，作者认为  

A．实现了儒学的道德化和宗教化              B．实现了儒学的政治化 

C．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普及化              D．实现了儒学的哲学化 

7. 周公要求统治者“敬天保民”，孔子主张“德治”，孟子提出“仁政”，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郡守、

县令，民之师帅”，朱熹强调“正君心”。材料表明，儒家主张为政者应该  

A．发挥楷模和教化作用             B．顺应天意，无为而治 

C．统一信仰和社会规范             D．用礼义道德遏制人欲 

8. 明末李贽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

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其意在于  

A．维护封建礼教     B．反对思想教条    C．重塑孔子权威      D．反对儒家思想 

9. 《明夷待访录》之《原法》篇是黄宗羲法律思想的结晶。他认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对此观点理解准确的是  

A．这里的“法”是指具有现代意义和具体的法律条文 

B．该观点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君主和民众的地位和关系 

C．集中体现了作者国法家法同构实现治世的大胆设想 

D．在他看来天下共治和理想的君主原型只存在于三代 

10. 郭沫若曾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是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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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在文化上的一大功绩。”郭沫若所以高度评价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措施，主要是因为书同文字  

A．使隶书更加规范使用         B．为汉字的艺术化奠定基础 

C．使文字简洁明了实用         D．促进中华文化交融和进步 

11.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

开始。下列选项能支持“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观点的是  

A．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B．理学兴起，儒学复兴 

C．文化的世俗化趋势           D．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 

12. 宋朝文人认为“唐诗无避讳”，论及本朝时则说：“今之诗人，不敢尔也。”由此可见  

A．唐人写诗不受礼义纲常约束       B．政治环境对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C．文学的使命就是反讽现实政治     D．唐诗水平明显高于宋诗 

13. 宋以后是戏曲发展时期，三国戏尤其盛行。起初关羽只是在佛教中被济度成神，宋徽宗时封关羽为忠

惠公、武安王，明清时关羽被加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材料表明  

A．戏剧是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      B．儒道佛在民间传播逐渐合流 

C．市民文化需要世俗神化英雄      D．戏剧在社会上发挥教化功能 

14. 柏拉图曾说：“事物对于你自己，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与此相

似的命题是  

A．人是万物的尺度               B．美德即知识 

C．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D．世界的本源是人的理念 

15. 在古希腊，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

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这反映了  

A．哲学源于民主政治             B．理性精神开始萌发 

C．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D．古代科学荒诞不经 

16. 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中写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观，

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神圣的东西仍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的中心主题。”这表明文

艺复兴  

A．反对世俗的物质享受            B．仍然是强调神和神性 

C．利用宗教题材表现人文精神      D．影响局限于艺术创作 

17.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指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同一过程。”“同

一过程”是指  

A．将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      B．摆脱教会对人性的束缚 

C．宣扬俗权至上增进民族意识      D．全面批判封建意识形念 

18. 意大利史学家布鲁尼（1369～1444）认为：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人性和人的心理是历史发展的原因

所在，必须排除上帝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这反映了  

A．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取得突破      B．神学丧失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C．史学领域出现人文主义思潮      D．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进入高潮 

1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到：“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

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由此可见，宗教改革的实质是 

A．反对教权主义  B．反对专制统治     C．反对神学世界观     D．反对世俗权威 

20.著名学者林赛写道：“当路德宣称，一个真正信奉基督的人必需直接和怀着对上帝的真实信仰依靠上帝，

上帝才会通过基督对他说‘我是你的救世主’时，他就是重新发现了宗教。”林赛认为 

A．路德创立了基督新教                  B．上帝救赎了基督信徒 

C．路德树立了信仰权威                  D．信徒相信上帝真实存在 

21. 卢梭认为：“法律应该由全体公民集合讨论并通过，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

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这

表明卢梭  

A．认可精英政治   B．推崇代议制    C．崇尚直接民主   D．反对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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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国革命者在谈人权的‘人’字时是非常抽象的，不带任何种族、宗教、国家乃至阶级的差异。不

长时间就给包括新教徒、犹太人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公民权„„在不太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了普选制和

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权，并且彻底的摧毁了封建大地产而让广大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表明法

国在革命过程中追求的主要是 

    A．自由、人权      B．共和、博爱      C．平等、民主     D．法制、科学 

23. 孟德斯鸠说：“启迪人民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官吏的成见是从国家的成见产生的。在蒙昧时代，人们

就是做了极坏的事也毫不疑惧。在开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还是要战栗的。”对材料理解正确

的是 

A．限制国家权力是摆脱蒙昧的关键        B．启迪民智是形成开明国家的前提 

C．理性精神的觉醒是开明国家的本质标志  D．价值判断多元化是开明时代的典型特征 

24. 伽利略通过梁的弯曲试验和分析，指出对长度相似的圆柱形梁，抗弯力矩和半径立方成比例；1685年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

比。从中可以看出近代自然科学的特征之一是  

A．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      B．物理学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 

C．侧重于逻辑推理和理论概括      D．数学成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 

25. 《战舰波将金号》拍摄于 1925 年，是苏联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但在许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被

当局禁止上映，而在一些秘密放映会上，观众对它都表示热烈的赞许。禁映的结果，越发增加了各国电

影资料馆收藏这部影片的愿望。除了卓别林的作品外，没有一部影片能赶得上这部影片的声誉。连纳粹

头子戈培尔，也对这部作品表示钦佩。材料从本质上反映了  

A．西方国家极力维护本国电影市场    B．西方落后的电影技术害怕被暴露 

C．电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    D．电影有时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26.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某文学流派“以艺术的方式描摹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

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其创作风格是  

A．古典主义     B．现实主义     C．浪漫主义     D．现代主义 

27. 1913 年，泰戈尔凭借其著名长诗《吉檀迦利》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这样写道：“由于他那

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

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该评语体现出泰戈尔的作品 

 A．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                B．代表了东方文学的最高水平 

C．体现了东西文化的融合                D．反映了民族独立的迫切要求 

28. 有学者指出，工业化的发展，对 19 世纪中期强调艺术创作以真实生活为依据的现实主义画派的形成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业化  

A．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B．转变了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 

C．导致了艺术创作的地位下降      D．改变了传统绘画的创作方式 

29. “艺术家、画家、雕塑家以及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小说家，他们都在拒绝旧习惯，着重于内心的

“自我感受”和“自我表现”。”这种潮流被称为 

A．新古典主义     B．浪漫主义     C．现代主义      D．印象主义 

30. “自然之中，绝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

丐是平等的。”这里描述的画派是 

A．浪漫主义         B．印象主义        C．写实主义         D．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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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2小题，共40分，其中31题24分，32题16分。） 

31．（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618 年，在与后金交战不利的情况下，明廷接受徐光启建议，购买西洋新型大炮，并聘请西

洋铸炮师参与火炮铸造。清朝康熙年间命传教士南怀仁监制的神威大炮质量颇佳，在平定三藩和雅克萨战

役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全国平定后，刀枪入库，造炮高潮戛然而止，自南怀仁去世后就没有再招外国

人协助发展中国的火器制造业。同时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对火器控制极严，1715年康熙帝严斥奏请

自造子母炮的山西总兵：“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清廷满足于中国火器对周边国家或

某些民族的暂时优势地位，乾隆年间将英国使团炫耀实力的礼品——八门野战炮当作摆设束之高阁，未加

以研究和仿造。徐光启的遗篇长期被当作经典研读，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大约通过阿拉伯人再通过十字军东征带回欧洲，此后，频仍的战争和军事

征服成为欧洲新文明的发动机和助产婆。罗宾斯的《新的射击学原理》和马勒的《火炮论》对火炮的后坐

力、射程和炮弹的飞行速度作了详尽分析和修正，这是近代力学的基础性工作。根据这些理论，锥形炮弹

取代了球形炮弹，……大炮镗床技术后来被用于蒸汽机制造，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气密性和效率。而枪弹

要求高度的可换性又开辟了近代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之先河。欧洲火炮的进步被运用到舰船上，配置成

坚船利炮体系，有实力闯进任何它想征服的海域。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中西火炮技术进步的共同因素以及清代中国火炮技术停

滞不前的原因。（1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欧洲火炮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8分） 

 

 

32．（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

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

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

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 

——摘自洛克《政府论》 

材料二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

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或同

一机构之中，就不会有自由存在。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同样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并，公民的生命

和自由则将任人宰割，因为法官就有压制别人的权力。 

——摘编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逻辑延伸，或说是它们的不可缺少的、也是

不可避免的“续篇”。“ 文艺复兴”好像是一个酣睡的人在慢慢苏醒；“宗教革命”进一步表现在“上帝”

问题的一种突破；在引起笛卡尔以来整个世纪的沉思后，西欧进入了自觉运用理智的阶段。所以“启蒙运

动”是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运动不断深化、不断让理性脱离神学羁绊的渐进、积累的必然结果。 

——摘自陈乐民《欧洲文明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洛克和孟德斯鸠思想主张的异同。（10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三的观点。（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