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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卷

一.参考题库(共 25 题)

1.宋代地方各路同设转运司、提刑司、安抚司等，明代行省同设布政司、按察司

、都指挥使司，清朝各省设巡抚、提督、布政司、按察司等。这说明朝廷对地方

设官的指导思想是

A．分割权力,相互制约

B．分工合作,提高效率

C．专业分割,各为其主

D．分割相权,强化专制

2.《梦溪笔谈》记载“皇佑（宋仁宗年号）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

文正（范仲淹）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粮食），为术甚备……又召诸佛寺主首

，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范仲淹

救灾措施的主要特点是

A．鼓励百姓生产，实行自救

B．救济与“以工代赈”相结合

C．宣传佛教，要求百姓忍耐



D．寺院提供饮食，救济百姓

3.19 世纪末西方各国民主政治各具特色，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A．英国首相与国王权力相当

B．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权力大于国王

C．美国总统由民主选举产生

D．德意志宰相代替皇帝行使权力

4.1869 年 2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第 15 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任何一个州

对于合众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拒绝或剥夺之。”这法

案获得通过的原因是

A．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B．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C．巴黎公社的影响

D．1787 年宪法的施行

5.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公民请求代写上阿氏自己的

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 “不为什么，我甚至

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这反映了

雅典的陶片放逐法

A．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意志

B．是审判民主敌人的最佳方式

C．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D．并不能真正保障雅典的民主



6.下图是民国时期非常流行的一款国产欧式女鞋广告,据此分析，国产“欧式”女鞋

流行的原因是

A．西方文明的冲击

B．辛亥革命后社会习俗的变化

C．民族工业的发展

D．“抵制洋货、爱用国货”运动的推动

7.太平军攻占绍兴后，地主“向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黩者不理”。

这种现象反映了

A．“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

B．太平天国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

C．农民拥护太平天国“有饭同食”的原则

D．农民依靠太平天国政权进行抗租斗争

8.据资料统计：在明后期至清前期 200



余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拥有一流城市和最为密集、完善的市场

网络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区域。然而当时它却没有形成强大

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对材料中“没有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

革命性变化”的准确理解是

A．因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丧失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

B．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C．西方的工业革命没有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

D．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

9.有学者评述某部法律“对于受压制的平民来说，它不仅在书面上给予他们以安

全感，而且全面保障他们反对贵族法官在刑事判决方面滥用职权。”结合所学知

识判断这位学者所评述的法律是

A．《十二铜表法》

B．《权利法案》

C．《美国 1787 年宪法》

D．《拿破仑法典》

10.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OECD 首席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曾说：1820 年时

，中国的 GDP 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 30%。“在人力仍然是主要

生产力的时期，没有人能够否定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经济的全面繁荣，同样意

味着收入的大幅提高。182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以 1992 亿美元雄踞世界第一，



占世界 GDP 十个强国比重的 28.6%；而美国以 110 亿美元的总量只占全球 GDP

比重的不足 5%。”

材料二  日本学者杉原薰(Sugihara Kaoru)说：“如果世界结束于 1820 年，一部此

前 300



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结尾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

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

如果世界结束于 1945 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至少是

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

世界的诞生成长。在 2002 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

断，1945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其殖民地，而是

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曾至少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

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1820 年时，中国 GDP 雄踞世界第一的原因是什么？（4

分）

（2）材料二中“北大西洋的胜利”指的是什么？（ 2 分）试从政治、经济、对外

关

系上分析指出自 19 世纪初到 1945 年“北大西洋的胜利”的主要原因。（6 分）

（3）“1945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其殖民地，而

是发生

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试以中国为例，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

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6 分）

11.《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生产者“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

归国库”，由国家统一支配，甚至连鸡狗等禽畜也不例外。这实质上表明太平天

国

A．试图保持社会的公正无差

B．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C．安排一切经济和社会生产活动



D．彻底消灭人们的私有观念

12.“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纲纪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竟

毫无可贵？何必先自轻贱，一闻新说，遂将数千年所尊信持循者弃绝不值一顾，

对于新人物有自惭形秽嗫嚅不敢言之概，甚或迎合新人物毁骂先代遗传，诟辱自

家学理。岂国家数百年条教所颁以及吾人胜衣就傅数十年朝斯夕斯者，全属虚伪

无物乎”。这种观点没有

A．表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不满

B．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C．会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排斥

D．说明作者的思想顽固守旧

13.萧功秦指出，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

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

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是指

A．明末清初的“工商皆本”意识

B．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C．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主张

D．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主张

14.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机构中，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元老院、执政官

等，我国古代西周出现了宗法制和分封制，这些机构和制度说明的实质问题是

A．地域决定政治

B．都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C．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控制

D．经济模式决定政治手段

15.近代以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即狭义的“世界观”）

也在变。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清朝乾隆皇帝致英王信：“咨尔国王（指英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

……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

有。”

——摘自《清实录》

（1）根据材料一，概括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的“世界观”，并结合具体史实，

说明这一世界观对战争的影响。（4 分）

材料二：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

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

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的改变了对西方的认知：

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

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2）对比材料一，材料二中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8 分）

材料三 ：过去 60 年，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沿着一条螺旋轨迹不断向前

迈进，由相对简单逐渐走向相对成熟。具体而言，中国的“世界观”的发展与变化

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 50～60 年代，……对外部世界

保持高度警戒；第二个阶段是 70～80 年代，……



加快走向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的前后 10 年，……形成“和谐世界”

的理念。    ——江涌《从对立到统一：中国世界观 60 年剧变》

（3）与材料二相比，材料三中第三阶段中国政府对外部世界的作法有什么区别？

（2 分）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三阶段中国政府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采取

了哪些措施？（3 分）

（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代以来中国 “世界观”的变化轨迹。（4 分）

16.《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著）在“

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栏目中认为中国史是从秦汉开始到晚清政权覆亡，王

朝更迭不已，然而其轨迹几乎始终摆脱不了一个简单循环的怪圈，你认为其根源

在于 

A．专制体制和封建割据

B．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

C．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

D．大河流域和封闭环境

17.近年来，国际上悄然吹起了一股温和之风，“伙伴关系”屡见报端。冷战时期

的那种两极对立、剑拔弩张的气氛，正在向一种“碰撞中磨合”、“竞争中协调”的

新型国际关系中演变。这种变化

A．表明国际政治多极化新格局已经建立起来

B．中国的“和平崛起”理念得到了西方支持

C．国际恐怖主义受到了很大的遏制

D．反映出主权国家或集团对外政策的务实调整

18.下图所示为 1920 年胡适等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部分），由此可

见



A．作者不完全认同五四运动

B．作者主张改革应从学生开始

C．五四运动没有带来任何影响

D．五四运动的余波延续了一年

19.外国记者到延安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原来还有另一个中国啊！”称

延安是“思想工厂”。这里的“思想”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

A．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

B．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

C．强调了进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

D．解决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等问题

20.英国人麦考利 1830 年说：“如今我们国家比 1790 年还穷吗？我们坚决相信，

尽管统治者有种种管理不当之处，但英国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富。有时略有停顿，

有时暂时倒退，但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这一说法的主要历史背景是

A．国际局势平稳发展

B．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

C．工业革命成效显著



D．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确立

21.某学者曾提及：一群志趣相投者“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

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由于固有之旧思想根深蒂固，所汲

取的西学极为有限，其学说难免支离破碎。文中所说“新学派” 的代表人物是

A．林则徐、魏源

B．康有为、梁启超

C．孙中山、章太炎

D．陈独秀、胡适

22.苏格拉底曾说：“我认为，想要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

数。”据此理解，苏格拉底

A．批判雅典民主制的弊端

B．赞同知识为少数人掌握

C．认为知识与美德都重要

D．强调判断标准就是知识

23.2010 年 12 月 21 日光明网发表《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一文指出，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

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一趋势说

明的实质问题是

A．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B．近代农村生活的艰辛导致人才外流

C．近代城市生活对农村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D．近代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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