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历史期中试题 第 1页 共 8 页

2014—2015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6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

⒈ 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王求丰年和降雨的卜辞，但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直接向

他们心目中的最高神——“帝”请求，而要托祖先转达。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商代

A.祖先的地位高于神 B.崇拜祖先的宗法观念已经形成

C.王权具有神秘色彩 D.国家大事完全通过占卜来决定

2.“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

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宋代这种情况突出反映了

A．三省六部分工明确运行平稳 B．加强集权导致地方贫弱

C．加强君主专制影响行政效率 D．宋代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3．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书

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他所说的“民主政体”可能是指( )

A．西周分封制 B．秦朝中央集权制

C．唐朝三省六部制 D．宋代二府三司制

4．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旧贵族阶层不断遭到打击。下列对其权益有较强冲击作用的

是

A．君轻民贵思想、焚书坑儒 B．有教无类思想、郡县制

C．有教无类思想、中朝的设立 D．“仁”的思想、郡县制

5．福建省福清县王氏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筷子）争吵过，而且这

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因素有

①血缘亲情产生的凝聚力 ②传统的孝义观念③政府的提倡和干预④商品经济的发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6．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说：“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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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

种种病象，指不胜屈。”材料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A．科举制度可以杜绝官场的腐败

B．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有利于人才的选拔

C．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产生民国用人弊病的根本原因

D．科举制度被废除是“预备立宪”的结果

7．有学者说：“三代之前的宗法制，是皇帝制之前的一种制度，它与皇帝制的区别在于，

它没有皇帝制专制。”“没有皇帝制专制”的主要表现是

A．具有严格等级的世袭制的形成 B．嫡长子继承制对君主权力的削弱

C．“家”天下的政体带有宗法色彩 D．分封制下君主权力受到贵族的限制

8．下表是周王室分封情况一览表，对该表解读不正确的是

国名 对象 地理位置 国名 对象 地理位置

晋 王室子弟 今山西 齐 功臣 今山东北部

卫 王室子弟 今河南北部 宋 商朝后裔 今河南南部

鲁 王室子弟 今山东南部 燕 王室子弟 今北京一带

注：沿黄河流域的山西、山东是当时的主要农业区

A．周王室同姓分封占主导地位 B．家天下制度由此开始

C．周王室的同姓亲族封地富庶 D．分封对象具有多样性

9．自汉代到明清，“中朝、内阁、军机处”三个机构的共同点是

①取代了相权 ②行政效率低下 ③强化了君权 ④始终由高官任职

A．① B．③ C．①② D．③④

10．如果你到故宫参观，你可以在“军机处”景点的文字说明上发现这样的文字：“军机

处一日日程：……接折（阅读奏折）……见面（请皇帝旨）……述旨（拟皇帝旨意）……

过朱（皇帝过目确定）……交发（下以旨意）。”这些文字实质上反映了

A．丞相权力不断削弱 B．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C．君主权威不断强化 D．古代礼仪制度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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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

职也。无非事者……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

子·告子》）上述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A．描述了西周分封制的情况 B．天子与诸侯都是宗族、姻亲关系

C．诸侯有保护天子的义务 D．当时有诸侯“不朝”的现象

12．“汉朝早期，统治者试图在周朝松散的政治联盟和秦朝严格的中央专制间走一条中间

路线。”材料中的“中间路线”是指

A.郡国并行制度 B.中朝制度 C.刺史制度 D.察举制度

13．唐朝中央政府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主要原因在于

A．增设机构，独立施政 B．分工明确，相互协调

C．一职多官，互相牵制 D．简化机构，总揽于上

14．史书载：“宋兴，始以……对持文武二柄。”文中省略的两大机构是高考资源网 yjw

A.中书门下、枢密院 B.三司、枢密院

C.中书门下、三司 D.枢密院、三衙

15．希罗多德借美伽比佐斯之口说道：“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

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

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希罗多德意在批评雅典的

A．君主专制 B．贵族政治 C．血缘政治 D．民主政治

16．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多数人的决议，无论在寡

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做出该决议的雅典城邦

机构应是

A．公民大会 B．五百人会议 C．陪审法庭 D．十将军委员会

17．从梭伦改革到伯利克里改革，雅典政治发展趋势是

A．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 B．从贵族掌权到平民当政

C．从贵族政治到公民政治 D．从君主专制到民主政治

18．《十二铜表法》规定：原告传被告出庭，如被告拒绝，原告可邀请第三者作证，扭押

同行。如被告因疾病或年老不能出庭，原告应提供交通工具。如诉讼当事人为富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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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担保其按时出庭的保证人，应为具有同等财力的人；如为贫民，则任何人都可以充

任。材料表明罗马法的特点是

A．条文清晰，实用性强 B．尊重传统，灵活性强

C．保护贵族，阶级性强 D．承认契约，原则性强

19．从适用范围看，《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国家制定的

A．适用于所有罗马人的法律 B．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

C．调整公民内部关系的法律 D．调整罗马人与外来人关系的法律

20．“When in Rome，do as Romans do．”是古代西方的一句俗语，中文一般翻译为“入

乡随俗”。从这一俗语的最初来源来看，语境中的“do”最有可能是指

A.信奉天主教 B．尊重各国风俗 C．为荣誉而战 D．遵守法律制度

21．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记录了一个政治家阿里斯提德被自己忠实信奉的“贝壳

法”放逐的故事。一天，一位目不识丁的平民因为听烦了阿里斯提德的名字就要求把

阿里斯提德的名字写在贝壳上。因为听烦了一个人的名字行使反对意见的民主权利，

似乎成了所有民主制度的一大难题。该则材料表明雅典

A．公民大会是最高司法机关 B．直接民主存在着局限性

C．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D．所有人都有参政权

22.面对波斯人的人侵，雅典使节向斯巴达人保证说，他们绝不会背叛希腊人，因为他们

有着共同的血缘和语言、共同的祭坛……在城邦危机时代，“泛希腊主义”的思想观

念日益强烈。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似有助于希腊世界的政治统一，但

是希腊人的文化认同感植根于更深刻的层次。在他们看来，他们与非希腊人的本质区

别正在于他们是生活在城邦里的，而非希腊人不是；他们作为“城邦动物”的属性才

构成希腊文化一致性的原初基点，其他的表征均衍生于此。该材料

A.论述了希腊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

B.体现了希腊人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C.说明了希腊城邦之间民族意识的形成

D.解读了希腊民主政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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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根据罗马法，若要使物品交易成功，就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以现金或现物进

行交易；须有五个证人和一名司秤在场，他们皆应是罗马公民；物件的转移必须

在当事人双方在场时当面进行；在进行转让仪式时，必须经过某种正式的手势和

言语的阐述。这些条件缺一不可。由材料信息可知该法

A．注重形式和程序化 B．极力维护贵族的特权

C．强调保护私有财产 D．有利于调解贸易纠纷

24．古罗马《民法大全》规定“……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

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这反映了古罗马民法

A．注重证据 B．主张重罪轻罚 C．纵容犯罪 D．维护贵族利益

25.马克思曾说：罗马帝国到处都由罗马法官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

布无效，因为他们与罗马法制不相符合。对这段话最准确的理解是

A.罗马法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B.罗马法保护私有财产，笼络上层阶级

C.罗马法为巩固皇帝和元老院的权力提供法律依据

D.罗马法起着管理社会的职能，稳固着帝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26. 历史学家巴里•科沃德认为：“（《权利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但到底

几年召开一次，法案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更何况国王依然拥有随意召开和解散议会

的权力；国王还拥有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力，拥有任免各部大臣及官吏的权力。”据其描

述，当时英国

A.实行责任制内阁 B.削弱了议会立法权

C.国王仍然拥有较大的行政权 D.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27. “如果美国继续维持当时‘权力首先是地域性的’政治结构，美洲必然再次被欧洲列

强所瓜分，从而丧失独立战争的成果。”上述材料反映的核心问题是要求

A.维护各州的权力 B.争取民族独立

C.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D.建立民主制度

28. 根据 1871 年开始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文本，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称为“德意志联邦”，

其最高首脑为“联邦主席”。直到威廉一世加冕时，人们才从发布的皇帝宣言中得知，

“联邦主席”改成了“德意志皇帝”。原来，威廉一世希望自己被称为“德国皇帝”，

这一要求遭到巴伐利亚国王和符滕堡国王的反对，最后威廉一世接受了“德意志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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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称号。上述材料表明

A.德意志帝国不适合建立联邦制

B.德意志帝国仍是封建专制政体

C.德意志帝国分裂割据局面仍没有消除

D.德意志帝国存在集权与分权主义之争

29. 1880 年 7 月法国政府规定:“凡 1880 年 7 月 6日以前，因政治犯罪和因违反新闻法行

为而被判刑者，一律赦免。”被赦免者既有巴黎公社战士，也有君主派人士。这表明当

时法国

A.宪法规定议会有特赦的权力

B.国民议会中君主派力量强大

C.希望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共和制

D.欲借助工人力量建立共和政体

30．2013 年 10 月 16 日，美国债务危机风波再次上演：在部分政府部门长达 16

天的关门危机后，美国国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

并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形成立法。这一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所反映的美国中央

权力结构的原则是

A．议会至上 B．分权制衡 C．轮流执政 D．司法独立

31．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

他的观点表明

A．美国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 B．美国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

C．美国新宪法具有专制色彩 D．美国总统实际上是专制君主

32．1936 年,英王乔治五世去世后,爱德华八世继位，爱德华八世坚持同离过两次婚的美国

人辛普森夫人结婚,致使国内议论纷纷,从议会到老百姓一片谴责声。在受到下院和首

相的非难后,他被迫宣布退位,由弟弟艾伯特继承王位。这段材料反映出英国国王

A．是国家的象征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B．没有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

C．任期长短由议会和首相决定 D．任何事情都不能自主

33．“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一种原创性、连续性和渐进性的特征。诸多事实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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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开拓者，是供宪政考古的博物馆。”依据所学知识

判断，这个国家应该是指 （ ）

A．英国 B．美国 C．俄国 D．德国

34．打破贵族垄断权力，建立官员选拔机制是政治文明发展中的进步趋势，下列政治家中

采取措施推动这一趋势的有

①周武王 ②汉武帝 ③伯里克利 ④华盛顿

A．①④ B．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35．学者王希在《原则与妥协》一书中写道，美国“联邦宪法采用了在同一体制内对于政

府权力进行两向分割……形成了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同时形成了新的国家体制”。

以下各项体现了上述观点的是

①邦联体制 ②三权分立 ③联邦制度 ④政党制度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36．“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之权属于皇帝……联邦议会的主席

职位及其事务的领导权属于皇帝任命的帝国宰相。”这说明 1871 年德意志帝国确立

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民主代议制，其突出表现在（ ）

A．选举权方面 B．行政权方面 C．司法权方面 D．立法权方面

37．1875 年法国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并统率武装部队，行使行政权”，

而且“总统与参众两院议员共同享有创议法律之权”，同时又规定“共和国总统的每

项命令须经由各部长一人之副署”，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A．共和派力量的强大 B．君主派力量的强大

C．共和派与君主派的妥协 D．启蒙思想深入人心

38．有人认为《德意志帝国宪法》与美国 1787 年宪法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

“精神”指的是( )

A．彰显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原则 B．保留了本国的专制残余

C．避免了行政权力过于集中 D．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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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是一句英国格言，典型地说明了民主宪政的特点。宪政就

是让两个魔鬼友好地相处并相互制约，把恶作剧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说明资产阶

级代议制的关键和核心是

A．全体公民的参与程度 B．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C．市民的整体素质 D．革命的彻底性

40.近代以来，英、德两国通过不同方式，先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以下关于两国政治制

度相同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A.君主为国家最高元首 B.内阁首脑对君主负责

C.议会是国家权力中心 D.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1 小题，20 分

41.（20 分）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

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

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所谓习

惯法，就理论上讲，就是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二 中国明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却起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作用。它主要是建立在宗

法性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封建阶级结构之上的。因此，他就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

当作自己的根本任务。

——郝侠君《中西 500 年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15 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政治状况的区别。（10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代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6 分)这些

措施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