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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三年级历史科试卷

第 I 卷

本大题共 35 小题，每题 2分，共 70 分。请将所选答案涂于答题卡相应位置

1、曾小华《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夏、商、周时期的国王制度，是中国古代一

种特殊的政体，既非贵族民主政体，也非君主专制政体，而是一种宗法贵族君主政体。

使这一国家制度形式既有别于古代西方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民主制，又有别于皇帝制度

创立以后的专制集权政体。”对文中“宗法贵族君主政体”的准确理解应为

A、分封制条件下的嫡长子继承制 B、带有宗法色彩的君主专制

C、受到贵族权力限制的君主政体 D、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世袭制

2、历史的推论离不开对史料的正确解读。下列对材料的解读符合史实的是

选项 史料 解读

A
“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

其子孙”

天子授民授疆土，诸侯将土地的所有权转

交给子孙后代

B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分封制的目的是将邦国作为保护周王室

的屏障

C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

有贰宗

宗法制的具体内容，封国不是完全独立

的，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

D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诸侯必须定时朝觐，进贡出兵劳役等

3、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穆叔出使晋国。晋国国君招待他，酒席宴间，先演奏迎天子之

曲—《肆夏》，穆叔没反应；再演奏迎国君之曲—《文王》，穆叔还是不答拜；最后演奏

规格最低的《鹿鸣》，穆叔三拜表示答谢。穆叔只对规格最低的音乐接受并拜谢的主要原

因是

A、晋国君颠倒了宗法制的大小宗关系 B、晋国君违背了分封制下鲁晋两国的等级

C、演奏《鹿鸣》曲符合周礼乐制的等级规定 D、体现了鲁大夫穆叔的傲慢心理

4、下为汉至唐前期东南地区行政区划设置分布简表

时期

郡县数 西汉 三国 西晋 隋朝 唐前期

苏南浙江 会稽郡北部 31 县 4郡 50县 5 郡 70 县 7郡 43 县 13 州 74 县

江西 豫章郡 18 县 4郡 51县 6郡 58 县 7郡 19 县 7 州 34 县

福建 会稽郡南部 1县 1 郡 9 县 2 郡 14 县 1郡 5县 5 州 28 县

根据表中东南行政区划设置变化过程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A、古代行政区划不断向东南拓展 B、人口和经济重心有南移趋势

C、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不断加强 D、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加强

5、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任御史、枢密副使等官职，常常发挥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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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任命，他认为不合适，反反复复进谏，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宋仁宗

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最能说明

A、古代谏官制度的施行取决于皇帝

B、古代的监察体制对权力的监督起到了一定作用

C、包拯性格强势，宋仁宗性格懦弱

D、监察体制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

6、《新全球史》记载，从公元前 6 世纪开始，铁制农具在中国骤然增加，铁犁、铁镐、

铁锹、铁锄、铁镰刀和铁耙在乡村里成为日常用具。这一现象给当时社会发展带来的影

响不包括

A、“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B、“秋七月，初税田”

C、“宗庙之牺，变为畎亩之勤 D、“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7、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明代中叶“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

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光绪《富阳县志》载：“熙攘往来，编审（人丁调查和登

记制度）不行，版图之籍亦莫可得而稽矣。”上述材料反映了

A、明清时期，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 B、由明至晚清农村赋税缴纳以土地为主

C、明朝以来，政府对农民迁徙限制逐渐松弛 D、近代农村赋税制度经历了根本性变革

8、古代中国某位思想家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莫知无用之用也。”下列言论与之有相通之处的是

A、“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B、“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C、“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D、“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9、曾有人对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

说：“鬼语，鬼语。”这说明他

A、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B、对遣词造句要求极高

C、对鬼神存敬畏心理 D、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

10、同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顾

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两则名句的精神内涵最为接近的是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B、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C、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D、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

11、《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讲一位老秀才之女因其夫病故便欲“寻一死路，跟着丈夫

一处去”。 对此，老秀才言：“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挡你?”

女儿死后，老秀才却心痛不已，“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作者此

作意在

A、反映清代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B、赞扬老秀才之女的道德坚守

C、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 D、批判老秀才为名节逼死女儿

12、恩格斯说：“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

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

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为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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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当时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

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

制。”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A、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容易导致民主泛滥和社会动荡，导致雅典灭亡

B、雅典的小国寡民体制不能容纳雅典社会的发展从而导致雅典亡国

C、雅典亡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公民权利与责任意识的逐渐淡化

D、雅典亡于城邦逐渐走向贫困

13、“如果某人在别人的木板上作画，有些人认为木板添附于画；另一些人认为:画，无

论是怎样的，添附于木板。但朕（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认为，木板添附于画较好。”

这一罗马法原始文献反映了该法

A、强调恶意添附的人不能取得所有权 B、鼓励文字作品的传播和绘画的创作

C、重视对物质所有权的保护 D、认可新物的归属取决于皇帝的裁量

14、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由此可推知苏格拉底和孔子、朱熹、王阳明思想的相通之

处在于探讨

A、人类的普遍道德标准问题 B、抽象意义上的哲学理论问题

C、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问题 D、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

15、阅读下面有关美国政治生活的漫画(如图)，可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

A、美国政党政治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B、美国政党政治实现了竞选对手的公平竞争

C、国会与总统选举反映了美国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

D、美国国会或总统选举在程序上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16、白之浩将英国政治制度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尊严的部分”，一是“效率的部分”。“尊

严的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治制度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

“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尊严的部分”“效率的部分”分别指的是

A、君主制和议会制 B、君主制和共和制

C、立宪制和共和制 D、立宪制和议会制

17、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互动和整体化趋势，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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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论证该观点，你将选择的证据是 ①垄断组织的出现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②电力推

动下的交通运输，密切了世界各地经济的联系 ③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各地商业信息的

交流 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经济联系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18、“我们反思这场战争，不是计较一场军事战争的胜负，它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

是一个思想问题。中国文明，经历内部的改良与革命，还有外来的侵略和支援，从清朝

的封闭和黑暗的中世纪文化，重新回到全面开放和多样化的近代文明转型。”“这场战争”

指的是

A、鸦片战争 B、甲午中日战争 C、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D、抗日战争

19、太平天国时期的歌谣有号召歌、响应歌、英雄歌、记事歌，用诗体语言和群众口语

记述太平天国的光辉历史。“贼做官，官做贼，清廷一片黑漆漆。骨包皮，皮包骨，金田

快有新君出。”这一首歌谣

A、属记事歌，再现了太平天国辉煌的历史

B、便于传播，可作为研究起义原因的佐证

C、表明金田已是全国革命志士的向往之地

D、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权仍是一个封建王朝

20、费孝通认为：正因为被礼治惯了，所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

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辛亥革命后）讼师改称律师，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

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这里所说的“社会性质的改变”当

指

A、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 B、从宗法社会到官僚社会

C、从旧民主主义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 D、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21、“……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

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这表明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前期

A、革命目的极具坚定性 B、革命手段极具优越性

C、革命过程极具跳跃性 D、革命结果极具建设性

22、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派别。下表中的言论反映了当时不同

政治派别的思想倾向，他们的共同诉求是

人物 言论

李鸿章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郑观应 西人以商为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梁启超 方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

陈独秀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A、启蒙与救亡并重 B、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政治

C、实现工业化，自强求富 D、推动中国近代化，挽救民族危亡

23、中共“二大”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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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

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至日趋穷困和痛苦。”这表明中国共产党

A、以发动农民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B、提出了由国民革命转向土地革命的方针

C、认识到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D、决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24、邓贤在《决定中国命运的 700 天》一书中这样描述：“（强渡黄泛区以后）最惊险的

一幕发生在淮河岸边。渡口没有船，也没有桥，河水又深又急难以徒涉，尾随的追兵已

经赶来，后卫阻击战全面爆发。紧急之中，司令员刘伯承亲自夜探淮河，经过寻访竟然

找到一处当地人过河的浅滩，为大军开辟一条生路。”这段描述所反映的历史事件

A、赢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B、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C、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D、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25、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接续了旧民

主主义革命未竞的事业，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表现了新旧革命的

嬗变，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对材料理解不正

确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A、革命任务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一致 B、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

C、未来前途是社会主义 D、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26、从梁启超的“新民”、谭嗣同的“新人”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 1949 以后的“斗

私批修”、“破四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提倡所谓“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

趣味的人”，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条最主要的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

A、中国人对近代化的不断追求 B、只有改造人才能改造社会

C、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 D、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

27、瞿秋白在 1921 年 5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国人家里，那冷

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的唯一食品。……现在丰富的多了，可非得有钱不可，

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人之故而很不稳。”材料中描述的前后情形变化，主要反映了苏俄实施

A、工业化方针 B、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C、新经济政策 D、农业集体化运动

28、有人说：“罗斯福新政是以掩饰资产阶级本质的牧师面貌出现的”。下面直接说明这

一特征的是

A、调节工业生产 B、整顿财政金融

C、规定工资工时 D、实行美元贬值

29、“历史发展的逻辑可能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方面，美国无法放弃借助苏联解体的历

史契机图谋世界霸权的野心；另一方面，美国越是想称霸，越是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

美国称霸的结果只会加速与其它世界强国实现世界权力均衡的进程。”该材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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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 B、美国放弃霸权政策奉行单边主义

C、两极格局结束单极世界形成 D、美国与世界各强国之间势均力敌

30、赫鲁晓夫曾强烈反感美国的甲壳虫乐队，他说“苏联青年不需要这种刺耳的垃圾”，

甚至宣称“从萨克斯管到弹簧刀仅有一步之遥。”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赫鲁晓夫独断专行 B、苏联拒绝无用、堕落的音乐形式

C、经济结构决定苏联的消费水平 D、政治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

31、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既体现了普遍的宪政价值，也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点。这部宪法 ①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 ②体现了对《共同纲

领》的继承与发展 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 ④表达了人民民主政体的基本

要求

A、①②④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32、大跃进期间，安徽省少数农民搞起了责任田：“定产到户，超额归己”。到 1961 年底，

全省 90.1%的生产队实行过或者正在实行责任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对此给

予了极大支持，这反映了

A、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开始 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人心

C、农民自发纠正左倾错误 D、中央领导人一致支持安徽实行责任田

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

期，虽然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

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实际是要求人们

A、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性 B、研究不同时期的共同性

C、发展地联系地看待历史 D、以改革开放来研究历史

34、海基会与海协会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之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立即宴请海基

会会长辜振甫先生，并亲自设计了菜名：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喜庆团圆、

万寿无疆、三元及第、燕语华堂、兄弟之谊、前程似锦。这不能反映

A、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B、两岸三通实现

C、双方求同存异，争取互利双赢 D、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35、如今的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大院（位于北京城西三里河）已有几分落寞，冬天

感觉更是如此，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树枝映衬下，苏式老楼越发显得破败，很多窗户

已没了玻璃，用塑料编织袋勉强堵上。计委大院的落寞，是由于

A、中苏关系恶化 B、计划经济彻底退出舞台

C、中美关系正常化 D、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第 II卷

本卷共 2 道题，共 30 分。请将答案写于答题纸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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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就整个黄淮海平原而言，自公元 1470 年至 1979 年的 510 年中，有 491 年遭受

不同范围的旱涝灾害。无旱涝的年份只有 19 年，占总年数的 3.7%。这种持续不断和反复

出现的各种灾害，对黄淮海平原的经济发展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当地粮食产量年均每

亩不到 100 公斤。黄淮海平原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灾害饥饿中挣扎。

1846—1910 年江苏、安徽两省之淮北地区灾荒总表

省别 灾害年数 灾区
灾别（某种灾害发生的年数）

水 旱 虫 风

江苏 53 2853 49 38 2 10

安徽 43 1769 40 35 19 23

——摘编于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材料二：从 1780 年到 1880 年的 100 年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建立

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由于蒸汽机的作用，工厂将得以汇合

集中起来形成一些巨大而黝黑的工业城市。蒸汽机使无穷的烟云飞翔在这些城市的上空。

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原来漂亮的红砖

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砖，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到 1830 年，英格兰的大工业城市没有

一个安全的饮用水供应。最典型的就是伦敦的泰晤士河，由于工业污水不加处理直接排

放到河中，使得本来清澈宜人的“母亲河”变成了奇臭无比的污水河。

——摘编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材料三：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

的文化达到极致，也使人类陷入了生态危机。人类通过反思工业文明的局限而呼唤生态

文明，这就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方式，随着发展诞生了知识经济。与工业文明无限地索取

和利用资源不同，生态文明注重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建设良好的生态

环境，强调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

——摘编自佚名《知识经济与生态文明》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农耕经济和近代工业经济的局限性，概

括指出近代苏皖淮北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5 分)

（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知识经济兴起的原因。据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

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论证三种经济形态的特征。(10 分)

37、（15 分）国家结构形式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

互关系。国家结构形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国家的领土，以及如何规范国家整

体和组成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问题。阅读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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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元代的)行省的职掌，在忽必烈时期主要是钱粮、户口、屯种、漕运等事务。……

成宗即位后，颁给行省长官虎符，使其就领本省军队。……各行省的重大事务必须呈报

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职掌军权的中央机构)，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

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能调动军队。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 1787 年宪法想象成定义一些封闭的“权力圈子”。对于

各州权力，这些“圈子”规定了限制范围：在圈内的权力是被禁止使用的，所有在圈外

的权力则被假设允许使用。对于联邦政府，这些“圈子”则规定了授权范围：只有在圈

子内的权力是被允许使用的，凡是在圈外的权力都被假设为无效而受到禁止。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

材料三 新帝国由 22 个邦和 3个自由市组成，……最大的邦是普鲁士王国，占帝国全部

面积的 55％和人口的 61％；……当时有人讽刺说，这是一个由一只大猛兽、半打狐狸和

十几只耗子组成的联邦。新帝国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组织起来，参加帝国的各邦表面

上并未失去各自的原有地位，但是统治权属于普鲁士控制的帝国政府，而不属于各邦。

——丁建宏《德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说明元代是如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的?并指出其作用。(4 分)

(2)据材料二、三，概括美、德两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

其形成的历史背景。(7 分)

(3)据上述材料，简要说明导致各国国家结构形式形成的主要因素。(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