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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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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7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旳。） 

1．下图是甲骨文的“高”和“宫”字。“高”字反映的是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房子，

其下部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宫”字反映的是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

两个以上)室内空间。从这两个文字的结构状况可以了解到的信息有 

 
A．从商朝开始建筑房屋定居生活         B．当时社会各阶层比较平等均衡 

C．当时已实现居者有其屋且宽敞         D．当时社会分化和特权观念明显 

2．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曾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评述：“《书经·洪范》载‘汝则有

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

民从，是之谓大同。……’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龟（五）筮，

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材料反映出的主要观点是 

  A. 中国早期政治极具神权色彩           B. 中国早期政治充满迷信愚昧 

  C. 中国早期政治实行等级制度           D. 中国早期政治带有民主遗风 

3．清初经学家万斯大在《宗法》中说：“古之时，诸侯之嫡长子为世子，嗣为诸侯；其余

支庶之后，族类繁多，惧其散而无统也，因制为大宗小宗之法。”材料主要说明了 

A．宗法制度中都没有血缘关系           B．宗法关系是维系政权和家族的纽带 

C．国家政权被一家一姓所掌控           D．诸侯的庶子都不能取得政治权力 

4．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

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

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这一现象反映了宗法制         

A．强调血缘纽带                       B．重视尊卑贵贱 

C．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               D．有利于凝聚宗族 

5．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汉武帝亲政后，频繁任免丞相。在位 54 年间，先后用相 12

人，其中 4人在任上正常死亡，3人被免职，2人因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汉武帝这样

做的基本用意是 

A．分割丞相的权力以加强集权           B．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局面 

C．重用身边的人参与军国大事           D．显示皇权至上不可僭越 

6．明代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记载：“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

者，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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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稀见卿相。”由此可见，“中朝” 

A．掌握军政大权，是独立的决策机构       B．分享丞相行政权，处理政事 

C．类似于后世的六部，具体执行皇帝政令   D．协助皇帝决策，削弱相权 

7.据《晋书》记载：“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威，犹有乡论余风。”另据《宋史》

记载，“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

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

用相陵驾。”两则材料对九品中正制评价的相同点是 

    A．该制度实行之初能依据人才优劣确定品第 B．该制度选官用人只重门第 

    C．该制度是士族地主垄断政权的工具       D．该制度具有封闭性、凝固性 

8．《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

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唐太宗汲取此教训，

主要的做法是 

A．发挥三省的监督牵制作用               B．完善朝议谏诤制度 

C．明晰六部的行政职能                   D．开科取士，广纳人才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

管理文件之意，侍中（门下省长官）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魏晋时期，皇帝将宰相之权

交由这些私属代行……到唐代，则全由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官， 把以前的

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这种变化体现了 

A．唐代的相权一分为三                   B．唐代政府对皇室内廷干政的削弱  

C．唐代的行政效率提高                   D．唐代中央机构完全沿袭魏晋时期 

10．《文献通考》载：“宋代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故三省、六曹、

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至于官入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材料表明                               

A．宋代完全沿袭了唐代官制          B．宋代官制更完备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C．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D．宋代实行官称与职掌分离便于控制 

11．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

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导致宋代发生该变化的原因不包括 

A．科举制的实行                       B．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 

C．文化教育的发展                     D．儒家思想的思辨化、哲学化 

12．元朝初立御史台。忽必烈诏谕说：“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嗣后，

数月间“追理侵欺粮粟近二十万石，钱物称是。”忽必烈敕令中书省、枢密院，凡有事

与御史台官同奏。廉希宪曾曰：“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

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者。”从材料中不能够得出 

    A．御史台官员权限过大招致不满           B．御史台官员可以谏言皇帝 

    C．忽必烈借鉴了唐宋的政治制度           D．御史台可以纠察百官、追理财赋 

13．明朝科举始于洪武三年(1370 年)，因取士效果不尽理想，洪武六年一度停罢……。

洪武十七年，命礼部定科举程式，颁行各省，其后遂为定制。按规定，士子必须

先在州县通过预备考试，获得府、州、县学的生员资格（亦称秀才）之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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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科举考试。这说明明初的科举制度  

   A．把官办学校与科举有机结合      B．以程朱理学为考试主要内容 

   C．力求改变宋元科举制的积弊      D．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而改革 

14．史载明代内阁“掌献体可否，率陈规海，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清代

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屈指，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

臣”，这说明两者都 

①协助皇帝处理国政                 ②代行丞相职权，正式统率六部 

③防止大臣专权，强化君主专制       ④扩大了统治基础 

    A．①②            B．①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15．西方学者沃克曾说过：“它对公民个人与城邦的利益都是一个不公正的阻碍。对个人

而言，意味着在其一生之中最有价值的一切的丧失；对城邦来说，等于是对政党制度正

常动作的一个致命障碍。”沃克所说的“它”是指 

A．梭伦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    B．梭伦出走，雅典建立僭主统治 

C．克利斯提尼实行“陶片放逐法”        D．伯利克里设立陪审法庭 

16．从公元前 490 年到公元前 322年，雅典大约有一半左右政治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群众惩

罚，大部分控告的起因是作战失败。芬利坦言：“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利克里身

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这意味着 

A．讨论战争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重要议题 B．审判政治家的做法违背了雅典民主原则 

C．民主政治有效运转需要高素质的参政者 D．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鼎盛 

17．柏拉图建议的理想公民人数是 5040 人，他特别指出：“共同体的领土应当足以维持一

定数量的最有节制的人的生活，但不要再大了，共同体的人口应当能够足以保护自己，

反对侵略。”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城邦人口不宜太多或太少。他们这种构思的主要依据是 

    A．雅典生产力水平低下                B．雅典土地与资源匮乏 

    C．殖民扩张会带来灾难                D．政治运作的客观需要 

18．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雅典）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

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后来朝民

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

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当时，“政治民主化”体现在权利分配标准发生的变化，即 

A．扩大民主权利                       B．打破贵族世袭特权 

C．实现雅典民主政治                   D．以财产取代血缘关系 

19．在雅典，“国家的权力在理论上是不受限制的，没有任何行动或个人行动的范围是国

家不能合理地干涉的。自由意味着法律的统治和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拥有不可剥夺的

权利”。材料反映出雅典政治的主要特点是  

    A．政治宽松         B．中央集权       C．程序民主         D．国家至上 

20．罗马法的监护制度非常完备，早在《十二铜表法》中就有对具有权利能力、但不具备

或者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的人要实行扶助和保护的规定，其中包含对未满 14岁的男子、

未满 12 岁的女子等未成年人的监护。该项规定直接凸显出罗马法的 

    A．社会公正和谐思想                B．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C．人文主义精神                    D．家长制传统 

21．罗马法规定，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自然人必须具有人格，即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

格。人格由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三种身份权构成。罗马法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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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身份权的人，才能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才属于具备完整人格的人。罗马

法的此项规定 

A．为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提供了理论武器  

B．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形式 

C．为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渊源     

D．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体系树立了楷模  

22．《世界文明史》介绍：罗马成文法的组成部分之一“行政官……可以根据每一个别案

例的情况做出裁量，而不必僵硬地按照有关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判决。他的这种决

定成为事实上的判例法。”这反映出罗马法的法制理念是 

A．实用主义         B．民主主义        C．自由主义       D．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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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体现出罗马法  

    A．强调保护私有财产                    B．极力维护贵族的特权 

    C．有利于调解贸易纠纷                  D．注重形式和程序化的特征 

24．汉密尔顿说：“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

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之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

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

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为

此美国 1787年宪法 

A．强调司法部门独立，不受任何部门限制   

B．授予最高法院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C．限制行政和立法部门权力，实现互相平衡  

D．大法官的产生经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 

25．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政府权威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下列与洛

克这项主张的意涵最为接近的是 

A．民意机关的代表必须由公民选举产生  B．统治者通过选举获得人民完全的授权 

C．政府的决策必须经由公民投票决定    D．政府组织的分工应配合被治者的需求 

26．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说：“共和国无论多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结党营私，代表必须达到

一定数目；同时，共和国无论多大，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混乱，代表必须限于一定数目。”

下列说法符合他的主张的是    

A.既要让公民行使权力又要限制行使权力的范围 

B.应该采取中庸原则，处事不偏不倚 

C.应该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D.代表机构既能体现广泛性又要精干有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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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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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主制和议会制                   B．君主制和内阁制 

C．立宪制和内阁制                   D．立宪制和议会制 

28．有学者指出：“从 18 世纪 70—80 年代起，一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出现了这

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保守主义的政治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同行。”对这一时期英国保守主

义政治的特征理解正确的是 

    A．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开始确立         B．工业资产阶级未能充分参与国家政权 

    C．议会开始成为国家权力中心         D．选举中的高额财产限制被彻底打破 

29．“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可见，

代议制是在直接民主难以实现的情形下一种最好的选择，而它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是 

  A．议会主权     B．人民主权     C．法律至上       D．普选制度 

30．密尔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下，“它”的第一个职能是“……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

为，并且，如果组成政府的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履行责任的方式同国民的明显舆论相冲

突，就将他们撤职，并明白地或事实上任命其后继人。”这里的“它”是指 

  A．议会      B．法院         C．内阁        D．总统 

31．“《百科全书》的读者群并不是由资本家构成的，而是 1789 年中瓦解得最快的各个部

门。他们来自于高等法院和法官裁判所，来自波旁王朝的官僚机构、军队和教会。种种

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

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中开始的。”这段话表明，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 

A．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B．特权阶级的自我崩溃 

C．资产阶级要求革命                D．国王召开了三级会议 

32．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到：“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

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和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

在的其他东西。……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有朝一日使我们发展成

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们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

族。”其主要阐述的是 

    A． 民主和专制的矛盾                 B． 自由和专制的冲突 

    C． 民主和自由的矛盾                 D． 革命和民主的冲突 

33．麦考莱在《英国史》中说：“对 1688 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

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

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

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材料反映出作者的政治观点主

要是 

A．光荣革命标志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  B．改革成为英国完善民主政治的主要途径 

C．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完善的过程漫长  D．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丰富了政治文明 

34．在英国的历史中，国王乔治三世以权力欲旺盛而著称，到 1770年，随着被讥称为“国

王之友”的宫诺斯勋爵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事实上的首相）后，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达到顶峰，在他的统治时期，没有一个首相能够完全摆脱国王的控制。这表明 

A．乔治三世实行的是君主专制       B．新制度的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C．英国首相没有制约君主的能力     D．英国政体的特点是立宪为虚，君主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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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

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学等学，无一不供

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

们的同志！”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 

A.傅斯年突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B.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C.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该涵盖各种学科 

D.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倾向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30 分） 

36．（15 分）【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

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

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

他人。 

……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

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

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

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

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

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张之洞著《劝学篇》 

 （1）从上述材料看，张之洞对“兴民权”、“开议院”持何态度？其理由是什么？（9分） 

 （2）你如看待张之洞对“民权”和“议会”的看法？（6分） 

 

37. （15 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西汉前期，钱币袭秦形制，文曰“半两”，法定重量当为十二铢。但铸造时

通常实重不及其额，前后铸造的钱币大小、轻重亦不一致。诸侯、达官、豪富多私造牟利，

私铸钱低劣者薄如榆英，号为“英钱”。不同时期、来源、质量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场，

折算困难，交易非常不便。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

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 

材料二  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 113 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

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

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五铢钱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

废。 

  （1）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时期币制改革的背景。（7 分）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统一货币的举措。（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