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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学年度上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年级理科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45 题，共 90 分）

1、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危机四伏。其表现不包括

A、统治集团闭目塞听 B、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

C、海防空虚 D、财政入不敷出

2、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

A.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 B.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C.中国已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D.封建自然经济已解体

3、下列各项中，属于《南京条约》内容的是

A.割香港地区给英国 B.赔偿白银 2100 万两

C.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 D.中英协定关税

4、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中外条约规定：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应纳进口出口货

税、饷费，均益秉公议定则例。"这一条款实际上

A、假做公允以欺骗舆论 B、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C、被迫对中国作出有限的让步 D、维护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关的权威

5、最早取得通商口岸传教权的西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是

A、英国 《南京条约》 B、法国 《黄埔条约》

C、美国 《望厦条约》 D、俄国 《北京条约》

6、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依据是

A、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B、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

C、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D、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觉醒

7、 1853 年马克思说："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

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

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表明当时马克思

A、明确谴责英国对华的侵略扩张 B、对鸦片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

C、认为旧中国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 D、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

8、 鸦片战争中萌发的新思潮的核心和实质是

A、振兴清王朝 B、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C、"自强""求富"，发展资本主义 D、启蒙人民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

9、 鸦片战争前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英国工业品对中

国的进出口额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导致这种相近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

A、人民购买力有限 B、中国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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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鸦片走私严重 D、清政府仍实行闭关政策

10、 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

A、要求增开通商口岸 B、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

C、要求自由贸易 D、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11、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有具有空想性，从根本上说是

A、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决定的 B、太平天国斗争的策略决定的

C、小农经济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D、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的

12、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最主要是因为

A、其规模和时间均属空前 B、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政权

C、制定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 D、对封建王朝的打击空前严重

13、《资政新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

A、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政权 B、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

C、太平天国未能推行 D、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

14、 李大钊说："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

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段话指太平天国

A、没有实行宗教改革 B、不能充分依靠人民

C、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D、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15、 从内容上看，《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共同的局限性表现在①不能正确地

认识当时社会矛盾 ②带有强烈的小农认识 ③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④缺乏坚实的社会

基础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①④

16、太平天国运动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不曾遇到的新情况是

A.满汉地主联合镇压 B.内部变乱导致分裂

C.敌人长期围困封锁 D.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17、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的直接目的是

A.辅助军事工业 B.扩充洋务派的实力

C.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D.维护清王朝统治

18、洋务运动欲"自强"而不强的结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

A、依靠外国进口原料和技术人才 B、采用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

C、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封建生产关系 D、洋务派都是掌握实权的封建官僚

19、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之"近代"含义，最主要是由于它们

A、产生和发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是采用机器生产

C、受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企业影响 D、私人投资，以生产商品为目的

20、决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具有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是

A、由封建地主、官僚、商人转化而来

B、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力量薄弱

C、在中外反动势力压迫的夹缝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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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

21、中国民族工业产生后，多集中于沿海地区，主要原因是

A、商品经济发达，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 B、西方列强入侵，自然经济解体早

C、沿海首先接触西方 D、最早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

22、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主要分歧在于

A、关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方式 B、是否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要不要同西方列强"和好" D、怎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23、中国社会经济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突出表现在

A、中国海关权由外国操纵 B、中国成为侵略国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C、 中国贸易入超趋势不断增长 D、中国沿海地区被迫开埠通商

24、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A、重军事轻经济 B、没有兴办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

C、没有触动封建制度 D、没有大力宣传西方思想文化

25、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实行野蛮大屠杀的地点是

A. 九连城 B. 花园口 C. 旅顺 D. 大连

26、《马关条约》的内容中，最能体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的是

A．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B.赔款白银二亿两

C.增开通商口岸 D.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27、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原因是

A. 为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 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

C.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D. 发展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

28、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

A.19 世纪 60 年代 B. 19 世纪 70 年代 C. 19 世纪 80 年代 D. 19 世纪 90 年代

29、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无关的是

A. 洋务运动的兴起 B.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西方思想的影响 D. 民族危机的加深

30、19 世纪末，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得以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关键是

A. 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符合历史趋势 B. 维新派争取到光绪帝的支持

C. 维新派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结合了起来 D. 维新派拥有广泛的阶级基础

31、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因为它

A. 提出了各方面具体的变法的建议 B. 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C. 系统论证了维新变法的理论 D. 明确指出变法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32、百日维新中颁布的新政没有涉及

A. 改革财政 B. 改革军队 C. 改革教育 D. 改革政体

33、百日维新期间没有提出开国会、定宪法、是因为他们

A. 不敢触动封建制度 B. 认为这一政治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

C. 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难以实行立宪制度 D. 对封建势力作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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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主要原因是

A. 清政府对义和团由镇压改为安抚政策

B. 义和团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

C. 义和团对清朝本质缺乏明确认识

D. 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

35、《辛丑条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完全确立的标志，主要是因为该条约导

致了

A．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B．清政府在财政上完全受制于帝国主

义

C．清政府在军事上直接受帝国主义威胁 D．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

36、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主要是指

A、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形成 B、积极发动人民参加革命

C、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 D、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纲领

37、关于三民主义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

B、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

C、它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D、它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38、辛亥革命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

A、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B、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C、建立了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D、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9、下列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哪一项是最根本的

A、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 B、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C、同盟会组织涣散，内部派系复杂 D、革命派没有建立和掌握革命的武装

40、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不同之处是

A、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 B、没有改变中国的政体

C、以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 D、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41、下列关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B、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民主的权利

C、实现了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目标 D、 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

42、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①修改《总统选举法》②解散国会③

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④下令解散国民党

A、①③②④ B、④③②① C、③④②① D、①③②④

43、表明各种民主制度被破坏殆尽，中华民国仅剩下一块空招牌的是

A、袁世凯解散国民党 B、《大总统选举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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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华民国约法》公布 D、袁世凯当上中华帝国皇帝

44、1915 年，日本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实质在于

A、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B、与美国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

C、扶持袁世凯成为其侵华工具 D、阻止中国革命运动

45、一战期间，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A、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一股思潮 B、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经济侵略

C、政府的大力扶持 D、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二、问答题

46、普遍认为“中国民族工业先天不足，后天畸形”，但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却获得了

两次发展机会。据此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两次发展机会各指什么？（4分）

（2）中国民族工业的两次发展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各是什么？ （6分）

座位号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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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理科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BBDBB ACBBD CCDCD DACBD BABCC DBDAC ADDDA
36——40 41——45
DDBAB DCBAB

46、 （1）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发展；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

一步发展（4分）

（2）影响：

①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

领导戊戌变法运动，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3分）

②一战期间，民族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为以后中国由旧民

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