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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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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7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指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

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

断。”马克•布洛赫强调历史研究应

A．抓住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B．多角度地认识和考察史实

C．分清历史事件的主次原因 D．以正确的价值判断为起点

2．周襄王元年夏，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订立盟约。盟约中有“不能废嫡立庶，以

妾为妻”的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齐桓公

A．尊从周天子的至尊地位 B．规范诸侯们的家庭生活

C．维护宗法分封制度 D．确立君主绝对权威

3．《三字经》中所说“周辙东，王纲堕。”反映出的深层政治含义是

A.统治中心实现转移 B.宗法分封制度走向解体

C.君主权威发生动摇 D.社会伦理道德面临崩溃

4．秦王嬴政统一全国后，定“皇帝”名号，自称“朕”，命令称“制”或“诏”，印

称“玺”。嬴政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

A．为自己歌功颂德 B．确立皇帝独尊地位

C．整顿社会秩序，规范称谓 D．恢复周代的礼制

5．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

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这一主张主要针对的是

A．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 B．汉初社会经济凋敝

C．节度使权力过重 D．土地兼并问题严重

6．明王朝颁布了《大明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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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列

罪条款又为明律所特有。这些规定

A.表明了专制皇权的强化 B.规范了内阁机构的运作

C.协调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D.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

7．“…… 因为不讲人情的选拔制原则——虽然它始于汉制——与渗透在儒家伦理中的

家族和个人联系背道而驰。”文中的“选拔制”是

A．世卿世禄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8．唐代谏官隶属门下省，其职责是谏诤皇帝的过失。到了宋代将谏官从门下省独立出

来，职责变为纠正宰相的过错。下列措施的用意与此相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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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设立通判加以牵制

B．设转运使，将地方财政收入大部收归中央

C．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把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D．设立三司使，掌握财政权力

9．《旧唐书》说：“始封之君谓之太祖。……汉以高皇帝（刘邦）为太祖，而太上皇不

在合食之列，为其尊于太祖也。”根据材料，刘邦之父未获得庙号的原因可能是

A．刘邦称帝时他已经死亡 B．刘邦与父亲关系不和睦

C．他没有参与西汉政权的建立 D．他是比太祖更加尊贵的太上皇

10．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也就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观点主要强调

A．城邦制下公民视城邦治理为己任 B．城邦制是专制统治

C．古希腊只重政治而轻文化 D．城邦制度压抑人性

11．柏拉图说：“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这说明古希腊文明兴起

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

A．山地 B．海洋 C．河流 D．平原

12．希罗多德说“克里斯提尼领着人民参与政治”，下列措施中符合这一评述的是

A. 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等级 B.设立民众法庭

C. 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 D.创立陶片放逐法

13．《十二铜表法》规定：“出卖的物品纵经交付，非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或提供担保以满

足出卖人的要求前，其所有权并不移转。”该条款体现的目的是

A．维护罗马贵族的利益 B．打击非法交易行为

C．确认等价交换的原则 D．保护罗马公民财产权

14．一国的国歌记录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追求。以下歌词可能摘自德意志国歌的是

A．这就是星条旗，愿它永远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

B．统一、权力和自由，是我们千秋万代的誓言

C．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D．愿她保护法律，使民心齐归向，一致衷心歌唱，神佑女王

15．“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从材料所述

可以看出，中国禁烟运动的首要目的是

A．整肃吏治，消除官场的腐败 B．制止白银外流，缓解政府财政危机

C．整顿海防，打击英国的入侵 D．打击鸦片走私，增加政府外贸收入

16．1912 年以后，跪拜、作辑等礼节方式被鞠躬、握手所取代，“大人”“老爷”等称

谓被“先生”和“君”所取代。带来这种礼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中国教育的发展 B．民国政府的倡导

C．领袖的个人决策 D．底层民众的呼声

17．清光绪帝曾发布《罪己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

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文中“疾愚暴之无知”是指

A．定海人民抗英斗争 B. 太平天国运动

C.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D. 义和团运动

18．《辛丑条约》明确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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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山海关。”

其影响是

A．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 B．清政府处于外国军队控制之下

C．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D．中国通商口岸数量增加

19．进入民国时期，以“民”字当头的报纸受到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是

A．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 B．为了发动民众力量推翻清政府

C．为了推动报刊业的发展 D．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

20．辛亥革命 10 周年之际，梁启超撰文写道，“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简单说……第

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

中国人的事”。这反映出他认为辛亥革命

A．增强了国民的民族民主意识 B．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C．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D．扩大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21．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实行总统制，《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袁

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又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上述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责任内阁制在中国行不通 B．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激烈

C．中国完全缺乏民主共和的社会基础 D．专制独裁的传统在中国没有受到冲击

22．1919 年 12 月，重庆《川东学生周刊》创刊，其宗旨为“排斥强权”、“改良社会”。

以下对其创刊宗旨的实质理解最准确是

A．反对北洋政府 B．追求自由和民主

C．反帝反封建 D．抨击专制皇权

23．某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内涵，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思想方面的，都充满着

多元性与矛盾性。这里的“多元性”指五四运动是一场

①反帝爱国运动 ②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③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24．陈独秀说，中共“一大”时“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中共“二

大”时“就脚踏实地了……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这是指

中共“二大”

A．确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B．决定参加共产国际

C．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D．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25．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为此孙中山采

取的措施是

A．发动护法运动 B．与共产党合作

C．建立黄埔军校 D．发动北伐战争

26．1937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因为我们是弱国，所以不可求战；……

但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

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说明

A．抗日战争即将爆发 B．国民政府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C．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前景是乐观的 D．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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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远赴索马里海域护航

27．“卢沟桥本无城，明崇祯三年以此为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故筑城池。……北平市

成立时，以宛平县不能寄治城内，遂移于此。……此次日军假演习挑衅，此城此桥遂

遭厄运，赫赫名都，数百年史迹迭蒙耻辱，可哀也哉!”（据《人物风俗制度丛谈》）这

篇文章的成文时间最有可能是

A．明崇祯三年 B．1931 年 9 月 C．北平市成立时 D．1937 年 7 月

28．《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如果它（中国共产党）在 1922 年和 1923 年选择单独作战

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

会干得更好。”对此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A．1922 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

B．与“国民党联合”有利于革命高潮到来

C．中共犯了右倾错误导致“最后的决裂”

D．中共较早准备决裂便能完成革命任务

29．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说：“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

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即改造），而不是砍头。”

这段话表明中共中央的主要政治意图是

A．进行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揭露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C．妥协退让，维护国共合作 D．重组国民政府，争取和平民主

30．马克思主义较之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其依据是

A.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 B.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

C.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D.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31．20 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

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这里的“某些问题”是指

A．国家统一 B．所有制问题 C．民族关系 D．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

32．右图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特点之

一是

A．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B．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C．积极推进新型区域合作

D．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

33．法德是两个宿怨深厚的邻居，在二战以前的 1100 年中，他们一共打了 200 多场战争，

平均5年就开战一次。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

也启迪了它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是

A．都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 B．共同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C．法德和解，开始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D．自力更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 25 年，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在战后头

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不包括

A．欧共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B．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C．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矛盾趋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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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三世界国家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35．纵观近几年国际关系的发展，“伙伴关系”一词屡见报端，与“冷战”时期那种两极

对立、剑拔弩张的气氛截然不同。这种变化

A．表明国际政治新秩序已经建立

B. 表明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消失

C. 反映出各主权国家利益和力量的变化而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

D. 体现出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国国家利益趋同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计 30 分。）

36. 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迈向近代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年代 事 件

1215 年 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

1258 年
亨利三世被迫接受“贵族请愿书”，承认了议会独立于国王并定期开
会的法定存在。

1295 年 爱德华一世为筹集军费召集了“模范议会”并使之成为惯例。

1327 年
议会通过了《斥国王书》，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废黜爱德华二世，立其
长子为国王，从而开创了议会弹劾国王的先例。

——《英国政治制度史》

（1）依据材料一，概括 13 世纪初到 14 世纪中期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4分）

材料二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只要实行民主政治，都普遍采取代

议制的形式，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代议制最早在英国产生，以后就被欧美等许多国

家效法。在代议机构的设置上，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有的实行一院制。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具体方式”有哪些？

这些“具体方式”在美德法三国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10 分)

材料三 17～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封建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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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猛烈冲击，封建专制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中动摇。欧美的主要国家英国、美

国、法国和德国等国经过艰苦的斗争，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尽管各国资产阶

级代议制产生的时间不同，每个国家又会由于国情差异所呈现的特点各异，但核心思想

是一致的。

（3）依据材料三，概括指出西方确立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原因。（6分）

37.阅读材料完成表格。

《学习时报》载：客观地回顾中国 1949 年后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中发生的社会变

迁，可以明确划分出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脉络：

一是革命立国时代。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开创了一个新的国家政

体，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所走过的时光；

二是改革建国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

放，确立并实现中国经济繁荣与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体制的时代；

三是和谐富国时代。这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励精图治，承前启后，

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主旋律，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契机，开启的中国走向全面富裕的

时代。

1949—1956 年是新中国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属于上述材料中的哪个时代？举

出符合这一时代特征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实例。（将答案填写在表格中）（10 分）

时代 方面 举例（各举两例即可）

政治制度

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