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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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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政府官员明显具有皇帝家仆性质；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把皇帝

家仆正规化、权力化；明清取消宰相制，皇帝直接指挥六部，把家族式统治扩大到整

个国家机器。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

A.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B.君主专制不断强化

C.宗法制度不断加强

D.郡县制度不断强化

2．有人将“分封制”称为“封建制”，是指古代帝王列土封疆、封邦建国的制度，被封诸

侯拥有自己的领地。按照上述定义，下列现象不属于分封制的是

A．周天子封功臣姜尚于齐地

B．汉高祖封侄子刘濞为吴王

C. 明太祖封四子朱棣于燕地

D.康熙封四子胤禛为雍亲王

3．宋仁宗年间，有官员反映，那些应该穿皂衣的仆役小吏，居然也穿戴儒巾大袖，混杂

于士流；民庶的妻小，头冠也插满珠翠，俨然贵族。这现象表明

A.宋代经济繁荣人民富庶 B.宋代贵族门阀制度松动

C.宋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 D.宋代君主专制制度加强

4．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家”和“国”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

演变过程中，对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造成冲击的没有

A.宗法制 B.郡县制

C.三省六部制 D.科举制

5．有学者经研究发现，宋代经常出现县官职位空缺，无人愿意履职的现象，即时在江南

富庶之地也同样如此。出现这一现象最可能的原因是

A.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权力衰弱

B.文化教育落后，官僚人才缺乏

C.商品经济发达，弃官从商普遍

D.经济重心南移，文人弃北趋南

6．清代独创密折陈奏制度。所谓“密折”其实就是“密奏”，一般只有皇帝和陈奏人知道。

这主要表明

A.清代皇帝更体恤民情

B.清代皇帝较历代开明

C.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D.清代已出现民主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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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名字之前，而不像西

方那样，位于个人名字之后。中国人重视姓氏的现象主要反映出

A.男尊女卑思想严重

B.家族宗法观念严重

C.个人观念的淡漠

D.专制王权的强大

8．“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

帝？”此语讽刺的可能是

A．九品中正制 B．察举制

C．世卿世禄制 D．八股取士

9．据成书于清代的《华西邹君记》记载，苏州有一邹姓富户立下遗嘱将名下一千亩土地

交给儿子，其余三千亩捐给义庄，以接济族人。这表明

A．重农思想影响工商业发展

B．宗族在古代有存在的必要性

C．租佃经营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

D．清代土地公有制缓慢发展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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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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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洪武十二年，明王朝颁布了《大明律》，它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内乱等

为“十恶”重罪，属于“常赦所不原”；“大臣专擅选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

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列罪条款又为明律所特有。这些规定

A．表明皇权专制的继续强化 B．规范内阁机构的运作程序

C．协调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D．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13.自秦汉以来我国地方官制演变的基本趋势是

①削弱地方加强中央 ②削弱相权加强君权

③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日趋完善 ④逐渐强化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和监督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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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学而优则仕”、“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等术语打上了中国古代哪种制度的烙

印

A．科举制 B．宗法制 C．察举制 D．九品中正制

15．《荀子•君道》：“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君主）之守司

（官吏），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引文认为，君主应当

A．建立上传下达的邮驿制度 B．经常巡游天下

C．深入民间体察民情 D．加强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监察

16.有学者认为，古希腊历史是多中心的。这种多中心的主要表现是

A．多元文化 B．城邦制度 C．建立殖民城市 D．广泛吸取外来文化

17．古代雅典直接民主制度形成的前提条件主要是

A．城邦制度 B．海洋文明

C．公民的政治素养高 D．经济发达

18．下列各项表述中，不能说明雅典民主制弊端的是

A．雅典民主制以奴隶制为基础，奴隶却无权参与民主制度

B．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所作为，就会被推选担任公职，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对功

绩的补偿

C．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多数人的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

D．现场的演说，都是群众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能让群众高兴就怎么说，全然不顾

城邦的利益得失

19．“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

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近海洋才能和他们的母邦往来。他们在政治上经

济上的独立，以及他们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强大的船队。”这一情况导致

A．海外贸易成为古希腊唯一的经济形式

B．海洋阻碍了希腊文明的发展

C．古希腊形成典型的海洋文明

D．殖民地与母邦形成不同的文明类型

20．苏格拉底曾说：“我认为，想要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该根据多数。”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苏格拉底批评雅典民主制的弊端

B．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C．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即美德

D．知识等同于法律

21．古代雅典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公民是轮流地统治或被统治”。下列雅典的机构中，不

能反映这一特点的是

A.公民大会 B.五百人议事会

C.民众法庭 D.十将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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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讲的话：“希腊人虽然是

自由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

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这段材料主要表明了

A.古希腊是民主政体的发祥地 B.波斯人非常赞赏希腊的制度

C.波斯当时仍然实行君主专制 D.古希腊的民主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

23．“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这句话强调的是

A．英国人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

B．英国文化缺乏原创性

C．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

D．近代西方法律、文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24．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格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

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对材料理

解正确的是

A．罗马人将法律传播到全世界 B.罗马人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C. 罗马人的法律保障了平民的利益 D.罗马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5．英国的《大抗议书》称：“对人这样折磨为难，以致大量人口为逃避其悲惨的遭遇，

都离开了王国，有些人跑到新英格兰或美洲的其他地方去，有些人则跑到荷兰去。”

这里说的英国人受到的“折磨为难”最有可能是

A.苛捐杂税 B.天主教的迫害

C．被剥夺选举权 D.圈地运动

26.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后，英国国王的权利来源发生了变化。其变化是

A．由议会变为内阁

B．由上帝变为议会

C．由上帝变为国民

D．由上帝变为辉格党

27.恩格斯曾多次论述道：“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已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

有了 17 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下列各项表述中，与恩格斯所述的这

种现象无关的是

A．1787 年宪法确立共和体制

B．政府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

C．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

D．种族问题严重

28．美国 1787 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可以征税、征兵、发行纸币、决定军事及外交政策；

总统享有行政大权，可以否决国会的立法，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国会有权调整国际

及洲际贸易；最高法院可以行使最高审判权。这些规定的意图是

A.加强专制统治 B．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

C．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D．确立分权制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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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787 年参与制定美国宪法的代表中，有人认为国家所蒙受的不幸都来自“过渡的民主”，

有人认为人民群众很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还有人想拥戴华盛顿为国王，家里有限制

的君主制。由此可知

A．1787 年宪法的诞生必然要经历错综复杂的斗争

B．1787 年宪法以限制民主为主要目的

C．美国没有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

D．美国具有浓厚的封建传统

30．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人权宣言》中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

平等的”整个主权在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

授予的权力。这些规定反映的原则是

A．天赋人权、权利与义务平衡 B．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C．天赋人权、分权制衡 D．社会契约、分权制衡

31．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原发型，主要是内部因素积累，自发转

变；一种是传导性，主要是外部刺激，进而回应和刺激。以下属于传导型发展现代化

的国家是

A．美国 B．法国 C．日本 D．英国

32．下列各国的国家元首中，权力最大的是

A．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国王

B．美国总统

C．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

D．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

33.代议制是一种间接民主的形式，其主要特征是

A.选举和议会立法 B. 政党和三权分立

C.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D.实行民主共和政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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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近代史上，英国在一个长期专制的国家找到了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

“控制者”的办法。这个“办法”是

A.君主专制 B.民主共和国 C.总统制 D.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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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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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下列宪法中，首次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分离的是

A.英国《权利法案》 B.《德意志帝国宪法》

C.美国 1787 年宪法 D.《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

38.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曾经与美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美国最后生效须经

A.总统批准 B.外交部批准 C.最高法院批准 D.国会批准

39．有学者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半专制的君主立宪国家”。下列说法中能体现“半专

制”特点的是

①帝国国会由直接选举产生 ②帝国政府对皇帝负责

③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行使立法权 ④帝国皇帝主宰议会

A.①② B.②④ C.②③ D.③④

40．“德意志民族曾经号称‘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也涌现出了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但是，这个伟大的民族有曾在一个狂人的操纵下进行过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后者产生

的历史根源是

A.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双重性

B.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

C.传统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

D.没有形成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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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共 2０分）

41．政治制度的创新，对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图１、图２反映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分别是什么？（4分）

材料二：“光荣属于希腊，辉煌归于罗马”。

（2）请根据你的理解，对西方的这句名言加以阐释。（２分）

材料三：以下内容选自英国某法律文件。“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

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凡未经议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

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３）材料三选自英国的哪一部文件？该文件确立了哪种资本主义政体？（4分）

材料四：余秋雨 2001 年在其文章《扼守秋天》中写道：“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

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

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４）据材料四分析，英国政治制度的演进有何特点？（２分）

皇帝

中书省 尚书省 门下省

吏、户、礼、兵、刑、工

图２：政府机构示意图

皇帝

太尉 丞相 御史大

奉常、卫尉、典客等九卿

图 1：政府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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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

（５）图３确立了何种资产阶级政体？图３中联邦政府机构的运行机制体现了什么原则?

材料五反映的政治制度与材料一体现的政治制度比较有何本质不同？（8分）

联邦政府

国会 总统 联邦法院

参议院
众议院

内 阁
其他机构 最高法院

图３：联邦政府机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