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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年级历史学科试题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

第 I 卷（选择题 共 48 分）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每小题 2分，共 48 分）

1.古代中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谙语盛行,农村家族组织历几千年而牢不可破,异

姓间的互相排斥,宗族、村寨间的仇杀、械斗频仍,这些均根源于( )

A.社会宗法观念 B.血缘亲族团结

C.家族观念流行 D.散漫自私意识

2.法国著名学者雷奈·格鲁塞在《东方的文明》中写道:“秦代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

着周时已有的中国的力量,由它一个最有生气的成分聚合、集中起来,提高到权力的顶峰。”

符合上述观点的是( )

A.中央集权制度形成 B.宗法等级关系初步明确

C.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 D.创立三公九卿制

3.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说:“我们中国人是政治的天才,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

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其中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不

包括( )

A.三省六部制 B.郡县制 C.郡国并行制 D.行省制

4．为解决“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下面是一组关于

汉代以后，历朝限制丞相权力的说法。根据你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的是( )

A.为了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汉武帝频繁任免丞相

B.汉武帝破格选用身份低微的士人，形成“中朝”

C.唐朝推行“三省六部制” ，以此分割和限制相权

D.宋代废除丞相，为减轻帝王工作压力，设参知政事

5．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隋唐时期解决“权力制

衡”的措施是( )

A.突破贵族对官职的垄断权 B.扩大官员入仕的来源

C.分割权力并完善运行机制 D.将行政、军、财权分割

6．我国专制时代晚期政治形式的新变化，典型表现为( )

A.汉代设立中朝 B.唐朝设三省六部

C.宋代设参知政事 D.清代设军机处

7．有学者认为,古希腊民主政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基础上、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是人类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形态中的一种。这里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指( )

A.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要冲 B.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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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城邦林立且小国寡民 D.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8．柏拉图曾说:“在民主制中,没有专门的领导阶层,领袖人物取决于人民的喜好,因此,他们

的行动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和地位。默许人民的要求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民

主使智慧边际化。”在此,他认为雅典民主制( )

A.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B.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C.存在民主泛滥弊端 D.提供了集体管理的新形式

9．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万民法》规定奴隶在法律上是“可以购买的东西”,宣称保护除奴隶

之外的自由民的权利。这说明它( )

A.保护自由民的私有财产 B.便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C.维护奴隶制度,是统治工具 D.规定自由民是享有特权的人群

10．英国《权利法案》是对《大宪章》的继承与创新。其“创新”主要表现在( )

A.限制国王的权力 B.确立君主立宪制

C.形成了两党制度 D.确立责任内阁制

11．据统计，1971—1875 年的法国共颁布了 12 部宪法。这说明法国( )

A.民主制度悠久 B.民主制度完善

C.民主进程曲折 D.保留君主制度

12．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了邦联制度,华盛顿曾戏称当时美国是“用沙子扭成的绳子”。

华盛顿此语主要针对的是( )

A.各邦联之间不团结,经常内讧

B.独立后的美国形成了南北两种经济类型

C.中央权力极小,对各州缺少控制力

D.美国享有高度的民主制度

13．“(它)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它虽然承认了共和制,但君主制的阴

影处处可见……这样一部不伦不类、伸缩性很大的宪法既能适应君主制也能适应共和制。”

这是在评论近代哪国的宪法( )

A.英国 B.美国 C.法国 D.德意志帝国

14．用口诀记忆历史内容效率高而且印象深刻,如:“公使进北京,内地可游历,增开十口岸,

军舰长江行,赔款且不论,搜刮老百姓,天津事没完,接着占北京”。

该口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条约内容是( )

A.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 B.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C.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章程》 D.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

15．近代西方观察家曾将当时的一场战事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一国的战争”。

其依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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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来侵略已无力反抗

B.清政府反对李鸿章因朝鲜问题与日本交战

C.甲午战争时中国民众民族意识未充分觉醒

D.力量弱小是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根本原因

16．据记载,中国近代某一时期,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

基督教,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洋语、及用洋货者,被称为“三毛子”以至“十毛

子”等,轻则被殴辱抢,重则致杀身之祸。陈旭麓先生将其概括成“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

纪。”这里的“某一时期”是指( )

A.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B.维新变法时期

C.义和团运动时期 D.辛亥革命时期

17．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自主独立的城市国家”，

“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没有管辖权”。这表明西方列强破坏了中

国的( )

A.司法主权 B.贸易主权

C.关税自主权 D.外交主权

18．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逊位诏书》颁布后,宣统帝正式退位。有学者将《清帝逊位诏

书》说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下列说法能作为其论据的是( )

A.两场革命都推翻了专制统治,重新建立了政权

B.中国资产阶级代议制由此确立并不断完善

C.中英两国都由此结束了帝制

D.都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19．《官话报》曾经是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支持清廷的报纸,但 1912 年 1 月该报的社论

完全改变了立场,敦促清帝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这表明( )

A.“预备立宪”破产 B.共和思想影响扩大

C.清朝统治覆灭 D.该报为革命派所掌控

20．1919 年,上海各界人民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上海“大世界”娱乐场中的跑马场生意也随

之萧条了,有人在跑马场大门上贴了副对联:“正应筹策补亡羊,哪有心思看跑马”。其中“亡

羊”是指( )

A.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

B.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C.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

D.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

21．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萁谁管得，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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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败论英雄。”诗中“煮豆燃萁”是指 ( )

A.北伐失利 B.安庆保卫战失利

C.天京变乱 D.英法联军配合清军袭击太平军

22．1824 年，欧文在美国购买了 3 万亩土地，建立了许多“公社”，实行人人劳动，按需分

配制度。然而，这些“公社”不久都瓦解了，其根本原因是（ ）

A.社员们思想觉悟太低 B.人们不理解他的主张

C.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 D.缺乏大量的后续资金

23．巴黎公社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早产儿”,主要是因为( )

A.它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爆发的大规模工人起义

B.它是在没有先进理论指导下工人自发的起义

C.它是工人阶级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起义

D.它是在法国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情况下爆发的起义

24．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的内涵是( )

A.是俄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 B.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C.推动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D.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 II 卷 （非选择题 共 52 分）

25.（30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

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依据第一种权力,国王或执政官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并修正或废止已制定的法律。依据

第二种权力,他们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依据第三种权力,

他们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事……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

立法权和行政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

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引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第一条 第一项 本宪法所授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

国国会。

第七项 ……凡通过于众议院及参议院之法案,应于成为法律前,呈递于合众国大总统。大

总统如批准该项法案,即应签署之,否则退还之,但退还时应附异议书,发交提出该项法案之

议院。该院应进行复议,如有 2/3 人数同意通过该项法案,即应将该案连同异议书送交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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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该院亦应加以复议,如经该院议员 2/3 人数之认可,该项法案即成为法律。

第二条 第一项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之任期为四年。

第三条 第一项 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之低级法院。最高

法院与低级法院之法官毋忝职守时,得终身任职。

——《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引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材料一体现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意义何在?（12 分）

2.材料二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材料二与材料一有什么关系?（18 分）

26、（22 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巨大革命意义的历史性变革——为以后的中国人民的革

命斗争打开了道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材料三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

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十五大报告

请回答:

1.材料一与材料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否矛盾? 你是如何理解的?（10 分）

2.为什么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12 分）

高一年级历史学科答案

一、 选择题

1—5 AACDC 6—10 DCCCB 11—15 CCDBC 16—20 CAABD

21—24 CCDB

二、材料题

25.（1）观点: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6 分）

意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和政治口号。（6 分）

（2）实质：美国 1787 年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形式。（6 分）意

义：它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6分）材料一与材料二的关系：

美国 1787 年宪法是三权分立制度的最早实践和典范。（6分）

26.（1）.不矛盾。（2分）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特权没有被取消,实权又被

袁世凯所窃取,因而中华民国的成立在当时没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共和与社会进步。但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 2 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丰共和的观念深人人心,为以后

的革命打下了基础。（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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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历史发展的整体上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由人民群众参加,以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及争

取民族独立为目标,并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而进行的革命运动,因此是完全意义上

的民族民主革命。（1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