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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高二年级历史文科试卷

第Ⅰ卷 选择题

一、选择题（每题 1.5 分，共 54 分）

1．以下关于新航路开辟的经济根源解释最完整的是

A．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展——追求黄金美梦

B．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货币要求的增加

C．商业危机——东西商道受阻——商品价格猛涨

D．黄金梦——航海技术进步——资本主义萌芽

2．马克思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

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

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

发展。”这些“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的最重要作用是

A．欧洲出现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 B．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C．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 D．促进了欧洲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3．但丁被称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对“新时代”的准确理解是

A．资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统治 B．大机器开始取代手工业

C．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 D．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4．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目的是

A．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B．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

C．以理性和科学取代封建神学 D．摧毁欧洲封建专制统治

5．17、18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变化，其表现不包括

A．英国机器生产开始取代工场手工业

B．美洲出现近代第一个独立国家

C．世界各地区相对隔绝状态开始被打破

D．欧洲大陆兴起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6．英国 1688年“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

A．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制度 B．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

C．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D．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地位

7．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一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到来，主要在于

Ａ．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胜利

Ｂ．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Ｃ．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

Ｄ．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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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都

A．从神学角度考察现实社会 B．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C．批判封建专制王权的腐朽 D．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学说

9．“个人如果把私利凌驾于社会利益上，他就应受到强制去遵守公共意志。”这一主张

出自

A．伏尔泰 B．卢梭 C．孟德斯鸠 D．狄德罗

10．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引起了各国君主的极度恐慌。这是因为

A．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

B．它反对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

C．各国君主还没有摆脱封建神学世界观的束缚

D．启蒙思想明确提出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11．大革命期间，巴黎人民三次武装起义分别将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推上了政治舞台，

反映了

A．人民与资产阶级同属于第三等级 B．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最为坚决

C．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 D．资产阶级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冲突

12．18 世纪末，法国在大革命中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地价在 10

年内付清。这一措施在 19 世纪中后期对法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

A．极大促进了法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B．促成农民的富裕和农业的发展

C．影响了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D．扩大了国内市场，农业技术提高

13．拿破仑帝国的对内政策充分显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愿望是

A．掠夺原料和抢占市场 B．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C．引进英国先进技术设备 D．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规范

14．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属于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任务是

A．各州的宪法尚未制定 B．1787年宪法尚需修改

C．资产阶级政权尚未建立 D．南方种植园奴隶制依然存在

15．比较美国的共和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正确的表述是

A．前者进步，后者落后 B．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形式

C．前者民主程度高，后者民主程度低 D．都是工业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6．19世纪中期，印度民族大起义反对殖民统治，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在反封建的同时

又反侵略。造成这一不同的根本原因是

A．领导阶级不同 B．斗争方式不同 C．社会性质不同 D．宗教信仰不同

17．有一部小说指出：“自从蒸汽机成为世界的王后以来，贵族头衔已成为无用之物。”

据此推论，当时取代贵族的是

A．农民阶级 B．劳工阶级 C．教士阶层 D．资产阶级

18．下列有关工业革命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发展进程从一国到多国 B．科学与技术尚未真正结合

C．初步建立近代化学工业 D．棉纺织业首先使用机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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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思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所接受，根本原因是

A．各国工人运动需要有科学理论作指导 B．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成熟

C．这一理论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 D．它鼓励工人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

20．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都与英国关系密切，本质上说明了

A．英国的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

B．英国的思想文化界十分宽松

C．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英国表现最充分

D．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21. 《宅地法》的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

A．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B．加速了西部开发，扩大了国内市场

C．小农经济比重越来越大 D．种植园经济不断扩大

22．19世纪 60年代，美国和日本在革命或改革中采取的土地政策相似之处是

A．私人可以购买土地 B．拍卖奴隶主地主土地

C．禁止土地买卖 D．小块土地卖给农民

23．下列有关普法战争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战争对双方而言都有侵略性 B．战争导致了法国政局的动荡

C．战争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D．战争直接导致三国同盟的形成

24．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中，美、德、日、意解决的共同问题是

A．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 B．消除外国控制

C．镇压人民革命 D．废除奴隶制度

25．19世纪 60年代后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政治因素是

A．政局或地域统一 B．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对外扩张

C．封建割据势力被消灭 D．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26．俄国 1861年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同点是

A．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革 B．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C．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 D．逐渐摆脱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27．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政治前提是

A．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B．资产阶级统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

C．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初步形成 D．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迅速发展

28．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

由资本主义是社会的进步，主要是因为

A．它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B．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民主共和制

C．使人类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蒸汽时代 D．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

29．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枝独秀”的局面，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各先进国家“遍地开

花”的局面，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英国经济实力急剧衰退 B．美德等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C．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D．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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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世纪末列强对外殖民扩张的新特点是

①殖民国家矛盾重重 ②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主导 ③列强掀起瓜分领土的

狂潮 ④非洲全部成为西方的殖民地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②③

3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 19世纪末最终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的逻辑关系

A．相互独立关系 B．相互矛盾关系

C．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D．相互平行关系

32．“亚洲革命风暴”发展为“亚洲觉醒”的根本原因是

A．帝国主义瓜分世界 B．启蒙思想在亚洲的广泛传播

C．十月革命的影响 D．亚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33．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有 ①生产设备是否

及时更新 ②垄断组织发展程度的高低 ③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 ④资金是否满足

生产的要求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34．某一时期，法国人高唱“不要忘记色当之役”、德国人宣称“我们的未来在海上”、

俄国人扬言“保卫斯拉夫兄弟”。由此导致

A．普法战争 B．克里米亚战争 C．日俄战争 D．第一次世界大战

35．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价，不正确的是

A．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的战争

B．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C．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D．使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

36．有人说，如果说文艺复兴把神从人们的生活中驱逐出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把神从天文学中驱逐出去；17世纪的牛顿把造物主从无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

19世纪把造物主从有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的是

A．达尔文 B．法拉第 C．居里夫人 D．爱因斯坦

Ⅱ卷 主观题

二、材料解析题

37．阅读下列材料（10分）

材料一：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

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

的经济形态。如克里木(克里米亚)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

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

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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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有这样一个地主，人们问他为什么不使用打谷机时，

他回答说；“打谷机要花费许多钱，它需要修理，还需要喂养马匹(用马匹来带动

机嚣)；而农民一文钱也不要花费。”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

材料三：如果总的看一看 1860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要承认，这种

改变是封建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

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列宁《关于纪念日》

回答：

（1）从材料一中归纳指出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的原因。（不得摘抄材料原文）（3分）

（2）材料二所述现象反映了什么实质问题? （2分）

（3）材料三的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5分）

38．阅读下列材料（12分）

材料一：“德意志放弃它在东非的要求……承认英国保卫桑给巴尔，……英国把海利

哥兰岛让给德意志，德意志应……对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反法政策……

在亚洲的反俄政策……给予帮助。”

——引自 1890年 7月 1日英德关于殖民地的协定

材料二： “我们德意志人相信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努力争取适

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政治权威……如果我们继续只是欧洲大陆的强国，并偎

依英国的恩惠而求得一些殖民地的话，我们将限在 1866 年的政治卑微地

位。……”

——引自 1911年 4月本哈第将军著《我们的前途》

材料三： “……德国要求法兰西共和国把……广大地区（注释：这里指刚果）让

出。……法国放弃他在那块土地邻近区域享有的权利，而德国控制这一区域，

这将会……使英国的北非与南非分离开来。德国当政人士……必须明白，任何

一个英国政府……也不会容许在分配非洲政权上有这样巨大的变更！”

——引自 1911年 7月 14日《泰晤士报》

回答

（1）比较材料一和三，英国对德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分）

（2）材料二中，本哈第的态度反映了什么问题？为什么？（6分）

（3）材料三中，英国对德关系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2分）

（4）综观上面三则材料，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何特点？（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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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答题

39．简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时间和影响？（10分）

40．19世纪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打破了旧有的经济力量对

比。据此回答

（1）依托史实分别列举出此时欧洲和美洲崛起的新大国。（4分）

（2）试分析两国崛起的相同原因是什么？（6分）

（3）两国崛起对世界局势影响的相似之处？（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