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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 

高一年级     历史科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5 个小题，每小题 2分，共 70分。） 

1. “地方志鼻祖”《绝越书》中写道：“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但长期以来不能确定该

记载是否正确；伴随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说中禹时代“以铜为兵”，以

及禹铸九鼎是可信的。这说明 

A．考古发现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B．文献记录应当与口头传说相印证 

   C．正史的文本记录均是可靠真实的         D．历史记载必须经过考古发现证实 

2. 《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即姜尚）于齐营丘。

东就国……”这段材料反映了西周时期实行的政治制度是 

A.宗法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郡国并行制 

3. 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

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材料表明其主

张是  

A．反对封建君主专制                        B．郡县制避免了分封制的弊端 

C．应重新恢复分封制                        D．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4. 据记载，宋太祖时规定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不升议事堂（宰相办公地）”，

但到宋太宗时“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

此变化反映了 

   A．中枢体制得到了完善                   B．宰相职权得到了扩大 

   C．君权与相权冲突加剧                   D．皇权专制进一步加强 

5.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前代的尚书行台等，都是暂设的，以应付临时之事，事

定即撤。元朝却于中原之地，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路府州县。可见行

省制度 

A．源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B．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C．主要功能是对地方巡察                 D．形成了地方割据局面 

6. 孙中山说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

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他强调的是 

A.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合理性               B.科举考试逐渐发展完善 

C.科举考试打破了门阀制度               D.民国应该坚持科举制度 

7. 《板垣记略》载：“奏章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材料说明清初  

A．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                       B．内阁决策国家政务  

C．简化处理政务的手续                     D．皇权受到一定牵制 

8. “即使在鼎盛时期，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建立在一种非常不民主的基础之上。”得

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  

A．繁琐的辩论延长了决策的时间      B．法庭审判员经抽签产生 

C．公民仅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D．功勋卓著的公民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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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图片反映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享受民主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           B．逐步重视参政者的能力与品德 

C．监督和保障机制逐渐进步完善           D．对公民权的限制逐渐有了松弛 

10. 以下内容出自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这一规定 

第八条  凡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能取得调解时，则伤人者也需要受到同样的伤害。 

A．带有明显的野蛮性和落后性             B．使判罪和量刑有了明确标准 

C．保证了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             D．一定程度上反映平民的愿望 

11. 据文献记载，在古代罗马，一些外邦人假装使自己沦为罗马公民的奴隶，再由该公

民通过合法的手段解放后，获得被释奴身份。进而取得罗马公民资格。材料现象 

   A．表明奴隶的社会地位高于外邦人         B．反映了罗马公民经常释放奴隶 

   C．说明公民资格是移民罗马的前提         D．体现了罗马公民法的社会影响 

12. 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曰：“庶民承担诸种负担，亦应共享凯旋之欢乐，此神

之天条也。朕之制也，欲显罗马之伟大。一旦寰宇黎庶具享公民之权，罗马之伟大远

胜海外诸邦，荣耀亦弗先祖可比肩。”该敕令颁布的主要目的是 

A．授予全体罗马人公民权                 B．发展公民法为万民法 

   C．增强罗马人国家认同感                 D．维护罗马帝国的统治 

13. 英国安妮国王（1702—1714 在位）缺少主见，往往一件事已经说好了，一旦出现另

一种意见，她立刻改变初衷，这使大臣们难与她打交道。为改变这种状况，大臣们逐

渐形成一种习惯即遇事先在他们内部磋商后再汇报女王让她无可选择。该习惯开创了 

A．国王处于“统而不治”地位          B．国王任命首相控制内阁 

C．内阁所有成员对国王负责            D．内阁保持一致，集体负责 

14. “据俄新社 2015年 11 月 23日消息，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将向英议会提议，批准

英国参与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首相提议能否通过取决于 

   A．民众对议会的满意度                   B．英国女王对提议的态度 

   C．该提议的民意支持率                   D．议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15. 有学者指出 “第三共和国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简短、最经济主义的一部

宪法，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含糊不清、残缺不全可谓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一现

象的出现乃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使然。”这里的“特殊政治环境”是指  

A．共和派以微弱优势通过了新宪法         B．君主派和共和派存在激烈的斗争 

C．法国大多数的农民思想陈旧保守        D．在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并不广泛 

16. 1875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凡曾经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不得当选为共

和国总统。”此项规定从客观上看  

A．是当时法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B．保证了政治局势的稳定 

C．因人设法，违背了法律精神            D．旨在防止封建王朝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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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俾斯麦用强权帮助普鲁士实现了德意志的统

一，一时许多与他有关的现象出现:因俾斯麦曾拿

香肠说法律，故早在统一过程中就有了“俾斯麦

香肠”及以此为主题的漫画(如图)；就连统一后

颁布的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也有人称为“俾

斯麦帝国宪法”。以上现象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A．德国具有明显专制主义传统   

 B．俾斯麦获得肯定有其必然性 

C．俾斯麦始终掌握着帝国实权   

 D．德国统一提高了其国际地位 

18.下表据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编制。据该表分析英国议会制度改革的主要特点是 

时间 结果 

1832年以前 5%的成年人有选举权，绝大多数是贵族 

1832 年 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 

1867 年 城市工人有了选举权 

1872 年 施行秘密投票 

1884 年 农村工人有了选举权 

1918 年 男子 21 岁，女子 30岁获得选举权 

A．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B．民主进程呈现渐进性 

C．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                   D．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 

19.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将于 2016年 11 月 8日星期二举行，此次是美国第 58届总统选

举，关于将要进行的这场美国大选，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总统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B．选举的法律依据是 1787 年宪法 

C．新当选总统会完全改变现行政策         D．赢得选举的政党将获得国会多数 

20. 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后，由于他和各部部长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加之工作需要常在

一起聚会,逐渐把在宪法理论上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各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

总统顾问组织”，这一举措 

A.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B.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C.表明总统行政权得到加强               D.使华盛顿获得专制权力 

21. 关于“协定关税”条款的规定，英国人认为：“同英国臣民进行贸易的中国臣民将不

因为他们那方面进行交易而承受特别的负担或特殊的苛捐杂税”。清政府认为：这个税

率比现有的帝国税率还高，所以应允了英方的要求。中英双方不同的认识说明 

   A．英国通过该条款进一步控制中国         B．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市场 

C．中国逐渐丧失对关税主权的保护         D．清政府缺乏国家主权的概念 

22. 近代一有识之士曾说：“一国所得，诸国安然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

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上述言论针对的是 

A．领事裁判权             B．利益均沾        C．居住及租地权          D．“门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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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全

由当地人担任。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

助。”这表明乡官制 

   A．推动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巩固          B．赢得了当地开明士绅的支持 

   C．提高了太平天国的行政效率            D．分化了清朝内部的统治力量 

24. 俄国记者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写道：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

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民团仍然挥舞着大刀长矛，向车站前

进……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材料最能说明

义和团 

A．政治信仰坚定     B．宗教信仰坚贞      C．民族精神顽强     D．盲目排外 

25. 端方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曾密奏清廷“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

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夫所谓于政治上导希

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已。”这表明  

A．“乱党”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制       B．满族贵族决定放弃君主专制统治 

C．民主革命客观上推动清廷预备立宪      D．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动乱的根源 

26. 1912 年 2月 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曰：“……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

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

公之义。”该诏书  

A．以和平方式宣告清王朝覆灭              B．体现了清帝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 

C．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结束               D．为中华民国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7. 有学者认为：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

尽的计划。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这可

用来说明  

A．维护清朝统治的必要性                   B．辛亥革命的偶然性 

C．清朝民族危机的严峻性                  D．国民革命的必然性 

28. 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

其所侍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这

表明中国国民党  

A．政党性质发生彻底改变                   B．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C．放弃了原来的革命目标             D．意识到革命成功必须依靠民众 

29. 胡适曾赞叹说：“民国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倾向国民党，真是民国六七十

年代所没有的新气象。”材料中的“新气象”反映了 

A.国民党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的政党    B.国民革命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   

C.中国共产党鼓励人们加入国民党    D.辛亥革命实现了近代政治民主化 

30. 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来看，1923 年至 1927 年期间，为讨论中国 

革命问题，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 122 次会议，作出了 738 个决定，事无巨细

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这说明  

A．大革命胜利与俄国的正确领导相关      B．苏联关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C．当时的中国革命受苏联的影响很大      D．中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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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的歌词中唱到：“……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

不敲。双双拉着长茧的手，心像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

传捷报……。”这首民歌 

A. 鼓励红军进行北伐战争                B. 预示着解放战争即将胜利 

C. 歌颂了百团大战的功绩                D. 反映了红军出发进行长征 

32. 下表是抗战时期，中日双方报刊上登载的部分战役中日方伤亡情况的统计数据 

战役名称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 

武汉会战 毙伤日军 20万余人 自身伤亡 3万余人，因病减员 6．7万余人 

徐州会战 毙伤日军 5万余人 伤亡 3.2万余人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 

A．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B．国共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 

C．西方的统计数据比较可信              D．双方开展激烈的宣传攻势 

33. 有学者认为“地方主义不为国家效劳，还在面临外来威胁时造成了地区间的争夺，

使得国家衰落。……改变这种困境的是 1937 年后日本的全面入侵。民族主义被赋予了

一种具体而又明确的内涵。”该学者试图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A．地方主义是造成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    B．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地区间对抗 

C．全民族抗战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整合    D．近代民族主义的观念正式形成 

34. 1945 年 10 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当时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

千载一时的机会”。所谓“千载一时的机会”是指当时  

A．国民政府已经放弃反共的立场            B．共产党已表明和平民主的决心 

C．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呼声高涨             D．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 

35.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解放军要“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执行这一任务的是  

A．东北解放军打响辽沈战役           B．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 

C．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D．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 

 

36. (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一举扫除了封建式的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体制和制度，确定法

兰西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国家行政区。根据新的规定，全国

分为83个人口大致相同的省，省下面再设立区、县和市镇。与此同时，建立了新的中央

集权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和管理地方政府，允许选出地方代表进行自治，给

予地方民选机构许多权力以便独立管理本地事务。新的地方管理体制和制度取消了关卡，

统一了税收，打通了商品和贸易渠道，大大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使法兰西语言和文

化逐渐普及，地方风俗习惯的差别逐渐缩小，种族逐渐同化，从而加速了法国政治的统

一，促进了法兰西民族的最后形成。     

——穆陵《法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沿革与改革》 

材料二 （美国）联邦制像宪法一样，也是在反对中央集权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

因为新兴各州都奉行分裂主义。在1789年之前，合众国是一个由13个独立共和国组成的

联盟。这一结构的缺点变得日益明显。于是，1787年在费城拟定了一部宪法，依据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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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合众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联盟，而且还是一个联邦，生活在联邦里的个人，出于

某些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而出于其他目的，又是各州里的公民。可见，构成

联邦共和国的首先是人，而不是州。                   

——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一个国家倘若希望寻求一种最能促进自由的政府形式，那么，联邦制提供了一个值

得考虑的榜样。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法国地方管理制度的特点，从政治、经济、文

化三个方面分析新地方管理制度确立的影响。（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形成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背景，并说明为

什么“联邦制提供了一个值得考虑的榜样”。（6分） 

 

37.（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各国公论，皆以

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

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 

                                          ——摘自《光绪皇帝宣战上谕的咨文》 

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家，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帮，干涉其

内政。使东洋平和永无保障。事既至此，朕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

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摘自《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 

    美国报纸对甲午战争的报道：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

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

光荣与进步。 

                         ——摘编《甲午战争日本取胜另一秘闻：舆论战中击败清朝》 

    材料二 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

运，暴力劫夺  ……我国之所惩罚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卿等速起。 

                 ——宗方小太郎(1864～1923)《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甲午战争》 

    材料三 在中国近代，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其盛况不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

也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日本政府在甲午战后，为达到永远独霸中国

的目的。势必扶植一批死心塌地地为日本服务的各方势力。所以积极怂恿清政府派遣学

生留日，他们妄图使中国留学生在接受日本文化时，培植亲日情绪以利于其统治中国。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 2000中国的奋斗》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日出兵朝鲜的理由，指出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6

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宗方小太郎的意图。（6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