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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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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卷（选择题 共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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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孔子家语•观思》中记载：“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

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对这段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孔子认为对饥民实施救助的做法值得商榷 ②孔子将民生问题政治化

③体现了孔子的等级观念 ④充分体现了孔子“仁”的思想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2．《韩非子•功名篇》:“桀为天子,能制天下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

也，位卑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韩非主张

A.礼教、仁义、感情都是不需要的

B.人君应该将所有权力集中,并提高威望以服人

C.订法应该清楚,使得民众皆知,并以严刑重赏来执行

D.君主应该具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手段和方法。

3．据《三国志》记载，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最能

与阮籍的行为理念产生共鸣的观点是

A．“存天理，灭人欲”

B．“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C．“越名教而任自然”

D．“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4．《汉书·董仲舒传》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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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常居大冬而积于虚空不用之处。”由此可看出董

仲舒主张

A．思想统一 B．三纲五常 C．君权神授 D．以刑辅德

5．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

在临鉴。宣传君主政令失误、不尊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其实就是

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力更加无限的“天”。这带来的直接效果是

A．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 B．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C．制约了君主的专制权力 D．形成“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6．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秦朝灭亡后“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

被长期推崇为官方教义。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这也是法

家的一个胜利”指的是

A．“独尊儒术”体现了法家的思想专制原则 B．法家思想是董仲舒新儒学的核心

C．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先秦的“民本”特色 D．法家学说被董仲舒全面吸收

7．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序》中说：“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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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因此为女子作传。所列之人均为乐羊子妻、班昭、蔡文姬等

或安贫乐道，或博学多才，或躬身节行，或刚烈守节的奇女子。但宋明以后，正史中的

《烈女传》多记述的是一些恪守三从四德，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生信条挚

守的贞节妇女。列女到烈女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女子道德觉悟的提高 B. 史学家缩小对列女作传的范围

C. 宋明理学的影响 D. 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

8．“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议论的时政之言，……详其语言，

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之虏中，大于朝庭不便……（请）

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令，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这份上书反映了

A.宋代活字印刷开始普及 B.文化传播方式影响政府管理

C.政府对书籍出版业进行有效管理 D.北宋与契丹关系紧张

9．东汉王充《论衡》：“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受以王命，委以

王事,勿付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对

作者这一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A．相信“天人合一”说 B．宣传“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C．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 D．反对“天人感应”说

10．“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

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

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这段话体现出的思想是

A．格物致知 B．心即理也 C．发明本心 D．致良知

11．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写道：（明清）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

化有了重大进展。……，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

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

A．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丧失 B．对传统儒学地位的彻底否定

C．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 D．倡导“自由”、“平等”思想

12．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

理学透过“四书”而深人人心。他还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

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理学的重大贡献是

A．把理学独尊化、官学化 B．把理学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

C．把理学具体化、通俗化 D．把理学与佛道思想有机融合

13．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

一种时代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

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这里的“先天不足”是指

A．知识分子群体不够强大 B．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

C．民众的公民意识尚未觉醒 D．专制集权体制顽固持久

14．清初学者唐甄曾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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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反映的经济思想是

A．重视农业 B．重农抑商 C．农商并重 D．工商皆本

15．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宋代绘画风格与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

时的艺术相比，对我们来说完全是近代的，整个宋代对艺术的态度基本上是近代的。艺

术不再是宗教的婢女。”下列史实不能佐证上述观点的是

A.宋代文人画多是世俗艺术作品

B.宋代绘画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抒情写意

C.文艺复兴时的艺术依旧带有宗教色彩

D.宋代绘画体现了中国画“画中有诗”的特点

16．据《书林藻鉴》卷九记载：“（宋四家）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

下列关于图中书法艺术的表述，正确的是

蔡襄书法 苏轼书法 黄庭坚书法 米芾书法

A．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 B．体现当时社会生活丰富多样

C．表现文人强烈的爱国情怀 D．标志书法艺术的全面成熟

17．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分析中国某一时期文化特征时曾这样概括：文学则文章由重形

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

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该时期是

A．汉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18．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苏格拉底也认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为了扩充人

的善性，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是

A．道德教化 B．民主政治 C．自我节制 D．法治约束

19．传说普罗泰格拉曾收学生欧提勒士教他辩论，双方约定在第一次诉讼中获胜才交学

费。……普罗泰格拉控告欧提勒士，要其交学费。普罗泰格拉的如意盘算是如果自己获

胜，法庭就要欧替勒士缴学费；如果自己输了，也因学生赢了自己的第一次诉讼，依约

定仍要缴学费。但欧提勒士提出如果自己输了诉讼的话，依约定就不须缴学费；如果赢

的话，也因为自己“赢了不用缴学费”的诉讼而不用缴学费。故事主要反映出古希腊

A．一对一招收学生的私学十分兴盛 B．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公民间的利益纠纷

C．智者学派对民主政治的损害巨大 D．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的理性的上升过程

20．“文艺复兴是一个表现的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坐在那里当观众，由皇帝和教皇告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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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们如何做、如何想。他们在生活舞台上充当演员，他们坚持要对自己个人的思想进

行表达。”此话直接说明文艺复兴

A．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B．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权威

C．冲破了封建等级观念 D．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1．“这是一个多彩多姿而变化万千的时代，和中国的战国时代最可相比拟。在这个时期

的形形色色中，有不少仍是中世的，有不少显然已是近代的，但也有不少为这时期所特

有。这个时期上承中世，下启近代，同时也自成一个时代，充满了强烈的政治、社会和

思想的活动。”下列时代特征与此描述吻合的是

A．宗教改革运动 B．文艺复兴运动 C．启蒙运动 D．新文化运动

22．马丁·路德这样描述他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塔楼的“福音体验”：“我夜以继日地思索‘上

帝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它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上帝的

公义’真正指的是上帝以恩惠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即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

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意义。”马丁·路德“福音体验”的重大

意义在于

A．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B．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C．使人们获得精神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

D．使宗教神权、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遭到沉重打击

23．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中的人义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

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炮弹。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是用神学的理论与话语表达了人文主义自由、平等的思想。可见，文艺复兴与宗教改

革的共同之处是

A．都坚持国家权力高于神权 B．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C．都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权威 D．传播人文主义手段相同

24．赫·乔·韦尔斯认为“他们反对教皇不是因为他是世界的宗教领袖，而是因为他不是

这样的领袖：因为他本应该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他却是一个富有的世俗君主。”最能

说明宗教改革的本质是

A．反教皇的宗教斗争 B．反君主的民主革命

C．反宗教的民族革命 D．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25．德国哲学家康德坚持人要自律，不能为了个人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不赞同公民

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的统治者，认为可以对统治者的错误提出申诉，但必须等待统治

者对申诉的回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主张当人民的权利被政府篡夺并被用于压迫

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就有权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它。对此分析正确的是

A．这是由两人的阶级属性对立造成的

B．两人对如何获得自由平等的主张不同

C．两人对待专制和自由问题的观点完全相反

D．前者蔑视公民权利，后者主张“主权在民”

26．卢梭说：“设计一种人类的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人加盟的个体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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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

志。”这表明他主张

A．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要自由更要自律

C．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D．以契约保障个人自由

27．在某一历史时期，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喜欢描写诸如逝去的古代、空想的未来、遥远的

东方、飘渺的梦境等“非凡”环境，塑造诸如骄傲孤独的强盗、愤世嫉俗的叛逆者、温

柔多情的牧女、至善至美的吉普赛女郎，等等。据此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人间喜剧》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

B．中国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具有类似的文学变现手法

C．这类文学在英国的代表是雪莱

D．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在文学层面的反映

28．下列作品中，提倡“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

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的是

A．《自由引导人民》 B．《拾穗者》 C．《日出·印象》 D．《格尔尼卡》

29．刘海粟在《西洋风景画史略》中写道：“风景画法……诸家多作风景画，而有设色鲜

明与直接野外写生之二大特点……此等画家，在户外空气之下，先行采取瞬息的自然

现象，然后回室内修饰之，此为诸先达所不及之新发明也。”这里的“风景画法”应

属于

A．现实主义画派 B．浪漫主义画派

C．印象主义画派 D．现代主义画派（立体派）

30．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

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

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这些人物在

那时（1830—1836 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可见巴尔扎克从事文学创作的最主要

目的是

A．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B．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C．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君主统治 D．唤醒资产阶级挽救自身危机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40分）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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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40 分。其中第 31 题 18 分，第 32 题 22 分。）

31．（18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西周的学校教育……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

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对士的需要激增，于是平民

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

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

的剧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由讲学，各具特色；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是参议时政的论坛……

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景帝时期，出生于今安徽的文翁来成都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

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遂将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选拔青年人亲自进行

教育，并派到长安去学习数年，学成之后用作各级官吏，带动各地的教化……在成都开办

学校，校中学子在课堂之外还必须经常到各地有所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大显，人才

辈出，风气大变。“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

学校官，自文翁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

——摘编自袁庭栋《天府的记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学校教育的特点。（6 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文翁办教育对当时教育体制发展的贡献。（4分）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西周到西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8 分）

32．（2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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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程朱诸贤，以辟佛老为一大事。以朕观之，奉之者固非，辟之者益增其澜

耳。自古帝王，如梁武帝不足道，即有禁人为僧尼道士者，未及数年，其教辄复，复则益

以披猖。朕惟置之有无之间，斯其气焰，必然歇矣。”……在蒙藏两大民族中具有重大影

响的藏传佛教，康熙皇帝更多地是从维护祖国统一的角度册封名号，赏赐钱财，维持上层

僧侣的政治经济特权，来抬高他们的地位。

——孙丽华《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这个词一样有误导作用，路德一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

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是他与罗马教会坚定抗争导致的结果。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

释为对教会某些腐败落后现象作出的反应，其中包括：部分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不

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权和豁免。尽管这些很能激起人们的抗议，但它们仅是清教徒进行宗

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在上帝面前，人可以犯错误，但却不会失败，因为上帝宽容地允许人去赎罪，

人类因而可以选择千万次的机会和方式，以证实上帝的伟大。基督教等西方主要宗教都具

有创唱型一神教特质，它独自形成了排他性的信念体系，明确宣称自己的惟一优越性。……

中国人在信仰上不仅抱有功利心理，而且笃信神灵同样贪图功利。在中国人们的观念当中，

神灵已经从高高的祭坛上跌落下来，沦落为可供颐指气使的奴仆。同时宽松的信仰环境、

丰富的信仰资源和不平衡的地域经济文化差异使中国人在信仰对象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多样性和多重性的特征。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1）根据材料一，分析康熙帝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原因（8 分）

（2）指出材料二中“‘宗教改革’这个词一样有误导作用”的含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这场改革对欧洲的影响。（6 分）

（3）根据上述材料，概述中国和西方宗教信仰的异同之处。（8 分）

http://www.cnki.com.cn/Article/%09%09%09%09%09%09%09%09%09%09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AD%99%E4%B8%BD%E5%8D%8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