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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二年级历史科试卷 

第Ⅰ卷（客观题 5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有 25个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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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亡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

‘世异而事异’”对这一观点的正确评述是 

A．儒家对仁政的提倡                   B．法家进步的历史观 

C．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D．佛家慈悲为怀主张 

2. 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与思想局面的转变里，

我们能够看到 

①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②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终结 

③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确立 ④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自然经济的鼎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3．“虎溪三笑”讲的是儒者陶渊明、道士陆修静、僧人慧远一起品茗畅谈、乐而忘返的

故事。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却在唐宋诗歌、绘画作品中时有出现。据此可以得出符合史

实的结论是，当时 

A．儒道佛出现融合的趋势                 B．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C．诗歌创作呈现繁荣局面                 D．绘画风格以写实为主 

4.“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贾思勰这一观点的核

心是 

A．人定胜天      B．勤劳致富         C．听天由命        D．因地制宜 

5．“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细绢）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

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下列对此

理解正确的是 

A．据材料能得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这一结论 

B．材料说明文字记载是我们得出历史结论的首要依据 

C．人们的需求是科技进步的原因之一 

D．对原料的选择和降低造纸的成本没有关系 

6.下列书法作品依次为： 

 

 

 

 

 

 

A. 隶书、草书、行书、

楷书               B.草书、行书、楷书、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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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书、草书、楷书、隶书               D.行书、楷书、隶书、行书 

7．“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

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无名氏《朝天子·志

感》）从这首元曲中可以反映出 

①迎合权贵、歌功颂德             ②平民文学、雅俗共赏 

③批判科举、针砭时弊             ④内容深刻、寓意深远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8．有人认为：明清文学观念的演进，使世俗现实生活日渐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以现实

生活为描写对象，通过家庭、爱情、婚姻的纠葛变化、盛衰兴亡，来反映社会人际关系，

展现时代风尚面貌，提供生动完整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明清小说这一特点的根本原因

是 

A．专制主义强化      B．经商思想淡化  

C．拜金主义盛行         D．商品经济发展 

9．京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它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经徽剧、秦腔、汉调的交融，并借鉴

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的。京剧的形成体现了 

A. 各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异彩纷呈            

B. 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和一脉相承 

C. 不同文化都能够实现融会贯通            

D. 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 

10. 中国传统艺术如绘画、雕塑、诗词、书法等都讲求“意境”，“意境”既是艺术家个

人情感的流露，也是外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反映和再现。以下对“意境”的表述不

正确的是 

A．明朝的五彩瓷，图案内容丰富，“画必有意，意必吉祥” 

B．宋代风俗画强调表现个性，讲究借物抒情，追求神韵意趣 

C．中国书法注重表现精神面貌，力求传神，以形写神 

D．白居易的诗针砭时弊，韵味绵长 

11．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影

响。下列表述不确切的是 

A．为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B．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 

C．促进了希腊文化的发展  

D．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12. 欧洲宗教改革期间，德国萨克森的一位大主教曾问马丁· 路德：“你不信教皇，不

信教阶和圣礼，那么你说，有罪的灵魂如何才能得救呢？” 马丁· 路德对他说 

A．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B. 永生与永罚都是上帝先天定的，人的意志无法改变 

C．关键在于信仰，只有依靠信仰才能得救 

D．教皇是“两足禽兽”，人们应起来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 

13. 由《环球时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点强团队提出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的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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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里,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名列其中。两人入选的最主要原因是   

A. 他们先进的科学理论影响着中国   

B. 他们严谨踏实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中国   

C. 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众认识世界的方式   

D. 他们的科学成果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14. 19世纪初，英国兴起抵制教会的“新大学运动”，出现了以自由、民主精神办学的伦

敦大学等一大批高等院校。剑桥、牛津大学也进行改革，取消必须信奉加尔文教的宗教

宣誓，并增设许多自然科学课程。进入 20世纪，甚至教会大学也大量增加了面向现实的

世俗课程。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              

B．近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扩展 

C．教育世俗化的不断发展              

D．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15．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审判与处死是英国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布拉德肖法官曾在法庭上

向查理一世宣示：“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

带的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义务。先生，一旦

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上述材料表明，布拉德肖比法国启蒙

思想家更早提出了 

A.君主立宪的观点          B．革命权利的学说    

C．天赋人权的思想           D．社会契约的理念  

16.一个生活在 20世纪 20 年代初的英国人可以 

①去法国欣赏印象派画展         ②去德国欣赏贝多芬作品音乐会 

③通过电视观看第 14届奥运会    ④在火车上阅读拜伦的小说《唐璜》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7．维新思想传播期间，梁启超称赞一本书是“播送民主思想的工具”，该著作可能是： 

A．《孟子》                       B．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C．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D．陈独秀的《新青年》 

18．晚清一位人士曾大声疾呼：“何以立国？曰富。何以制夷？曰强。何以致富强？曰在

治人。人不自治，治之以法。”对材料中“治之以法”最恰当的理解是   

A．推翻君主政体       B．废除不平等条约     

C．改革科举制度         D．变革政治制度 

19．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史实有 

①“农村包围城市”               ②与国民党合作并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③十一届三中全会                 ④“一国两制”构想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20．1979 年 11 月 26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加拿大来宾时谈到了“我们不要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以上材料理解不正确的是 

A．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谈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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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C．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D．为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1．有人说：“中国农业的发展，靠的是两平(邓小平、袁隆平)。”这句话说明 

A．邓小平、袁隆平重视农业      

B．行政领导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动力 

C．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D．杰出人物有时能决定历史的发展 

22．“人类的智力之谜好像隐藏在密云之中的高山，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科学地认识它。也

许不久我们会发现，一个神经细胞远比一台微型计算机更复杂，毕竟我们现在还不能合

成最简单的细胞。所以，担心电子计算机会征服人类，确实像‘杞人忧天’一样可笑。”

对以上表述理解不正确的是 

A．人类永远不必要担心计算机会征服人类 

B．计算机的总体功能大大超过人脑 

C．人脑就其结构与功能来说是任何计算机都无法比拟的  

D．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认识人脑的功能和作用 

23．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调整高等院校。“人文学科受到了抑制，许多所工科学院创办

起来，而综合性大学则被削减……1960 年，中国的 25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 90%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这一史实说明 

A．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专业人才 

B．“双百”方针得到顺利实施 

C．高等教育深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 

D．“三个面向”和“科教兴国”战略得到贯彻 

24．1977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高中学生参加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从此拉开了恢复

高考的序幕。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 

A．否定了群众推荐制度              B．实现了“学而优则仕” 

C．为下乡知识青年提供出路          D．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 

25．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1956 年，毛泽东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两者的共同宗旨是 

A．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B．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C．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D．提高人民群众文艺水平   

 

 

 

 

 

 

 

第Ⅱ卷（主观题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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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3个小题，26 题 18分，27题 18分，28 题 14分，共 50分） 

26．（18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子不语乱、力、怪、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敬

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 

材料二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

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   

材料三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讲明义理之归，闭

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 

——朱熹 

材料四   

“仲尼虽圣，效之则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 

                                                          ——李贽 

材料五    

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阻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

社会进步。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对于不合时

宜的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马尚斌等《中国近代史教程》 

（1）材料一体现了孔子的什么思想？（3分）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何进步意义？（2分） 

 

（2）依据材料二、三、四，概括指出三位思想家是如何对待儒家思想的？(6分) 

 

（3）根据材料五，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儒学中的旧伦理道德的？

(3分) 

 

（4）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历经起伏，请概括指出影响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4 分） 

 

 

 

 

 

 

27．（18 分）阅读下列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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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

塑，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他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

的幽灵消逝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材料二  

这种氛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十八世纪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科学方法是研究社会活动

和自然现象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于具有自然属性的世界正在被人认识，因此启蒙思想

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美]罗伯特• E• 勒纳《西方文明史》 

材料三  

正像卢梭说的，他是“凭假设和条件的推理”来构成他的学说的。其实，所有启蒙

思想家无不如此。但在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上，对广大人民来说，首先是在争取

生存的问题上，这种学说和原则却具有一种完全新颖的、扣人心弦的含义，起到了使人

们为之奋斗的作用。18 世纪还不可能出现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动态的观点。对社会、政治

问题的思考，还只能停留在社会关系的静态的幻象上面。 

——王养冲《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1）如何理解材料一中“在他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2分） 

 

（2）据材料二，分析启蒙运动的起因。（2分）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

动时期“理性”思想的变化。（2分） 

 

（3）据材料三，指出“静态的幻象”的启蒙学说有哪些局限性？（4 分）说明 19 世纪初

西方文学对启蒙思想家“理性王国”的反应。（2分） 

 

（4）指出材料三关于启蒙运动作用的看法。（2 分）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政治、思想两方

面加以说明。（4分） 

 

28.（14 分）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孙中山在 1905 年的《民报》发刊词中认为，“罗马灭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

以独立。”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

自主。1924年 1 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

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其意义皆

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则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同年 4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

建国大纲》里讲，“其三为民族，对于国内弱小之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决，

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之地

位。” 

材料二   

只是在 20 世纪时，他们(殖民地诸民族)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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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

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指出：(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

民族国家；……(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

动。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 

(1)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 1924年的民族主义相对于 1905年的而言，增加了什么新内容？

（2 分）从 1905 年到 1924 年，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什么？ (不得摘抄原

材料)（1 分）    

 

(2)材料二中，作者分析了殖民地诸民族具有民族意识的三个原因，参照作者的思路，结

合所学知识，分析 20世纪初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6 分） 

  

(3)材料三中，卡尔顿·海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个定义，试用一句话综述其核心内容，

并以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例典型史实论证其观点。（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