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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考题库(共 25 题)

1.世纪 50 年代，著名话剧《茶馆》和《等待戈多》的上演均引起轰动，它们的

共同之处是

A．属于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

B．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C．描写了社会历史的演变

D．反映了当代人的精神创伤

2.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的倡导者和 19 世纪末中国维新思想宣传者的手段都很

高明。两者“高明”之处在于（　　）。

A．利用宗教反对封建思想

B．通过著书立说表达思想

C．组织团体宣传新思想

D．借助传统文化宣传新思想



3.“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

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

善也。”荀子的这番言论说明他

A．重视礼义教化

B．强调严刑峻法

C．主张王霸并用

D．提倡上善若水

4.下列经世致用的思想中，最能体 17、18 世纪发展潮流的是

A．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B．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C．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D．工商皆本

5.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是中外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运动。下列关于二者的相

同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A．都是资产阶级发动

B．都是思想解放运动

C．都自始至终宣传资产阶级文化

D．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6.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使人的思想开始从基督教

的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下列关于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诉求

表述不正确的是

A．批判神权统治

B．鼓吹人性解放



C．倡导思想自由

D．反对君主专制

7.先秦诸子中有人认为：“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秀诛而不怒（过分），及

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

A．“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B．“弱者，道之用”

C．“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D．“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8.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写道：（明清）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

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

方方面，对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

A．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丧失

B．对传统儒学地位的彻底否定

C．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

D．倡导“自由”“平等”的思想

9.王守仁（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这一言论

①受南宋陆九渊的思想影响   ②主张通过内心反省获得新知

③否定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   ④体现出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0.无论学术界还是广大读者，都一致认为：作品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走

向没落，是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这部著作是

11.明太祖朱元璋读《论语》非常敬仰孔子，但读《孟子》就很厌恶孟子。《孟

子》一书中哪一句话最可能招致明太祖对孟子的不满？

A．“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B．“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C．“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D．“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2.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

共同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

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

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

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

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



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

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张宏

杰《十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序

（1）材料一中，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输入吾国”后，国人的“觉悟”经历了哪个

三阶段？其实践和结果如何？（9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分析近代中国文化

转型难得原因。（3 分）

（3）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转型呈现出“

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本土化”的趋向。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这个观点

的理解。（2 分）

13.宋代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导致的最主要的社会行为现象是（   ）

A．知识分子埋头科举不问政事

B．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

C．提倡个性解放的作品明显减少

D．农民起义受到社会的广泛谴责

14.“奴隶是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灵魂中同样赋有人类的自豪、荣誉

、勇敢和高尚的品性。”你认为下列对其评价最准确的是（　　）。

A．抨击、批判奴隶制度

B．提倡解放奴隶

C．奴隶制度不符合人性

D．强调了天赋人权的人文思想

15.卢梭说：“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

项权利绝不是出诸自然的，而是建立在约定上的。”这句话体现的观点是



A．自然权利学说

B．社会契约论

C．公共意志论

D．三权分立学说

16.1954 年，美国一个城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发现，该市自来水耗费量在某些三

分钟的时段内会奇怪地突然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A．当时汽车开始在美国普及，这三分钟是车主集中洗车时间

B．黑客通过互联网攻击自来水公司的电脑系统，导致数据显示错误

C．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下降，统计数据计算错误

D．当时电视开始在美国普及，这三分钟是广告时间，大家上厕所集中用水

17.阅读下列三段材料：

材料一 盖免役之法……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

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

……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

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

——《临川先生文集》

材料二 臣(司马光)向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膏，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

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

众，先宜变更。”

——《续通鉴长编》



材料三 及神宗朝，荆公秉政……国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

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风俗为朝廷之害

。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

往而不可反矣。         ——《日知录》

(1)材料一与材料二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各自的观点和理由是什么?（4 分）

(2)材料三的观点与材料二比较，有何相同点和区别?（3 分）

(3)三段材料作者所谈问题的根本目的有无区别?为什么? （3 分） 

(4)变法虽败，但我们应赞扬王安石的什么精神？并请你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合理

化建议，助其变法成功。（5 分）

18.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三次思想大解放：1978 年第一次思想

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1992 年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1997 年第

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出现主要得益于

A．“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出

B．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C．邓下平南巡谈话

D．邓小平 “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19.马克思说，启蒙思想家“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且从理性和经验中而

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其中“理性”的含义是

A．国家的意志与精神的寄托

B．君主的权力与党派的信仰

C．独立的思考与自主的精神

D．权威的判断与历史的传统



20.在近代有人曾说：“社会主义理想境界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

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但后来却又说：“物质文明不高

，不足阻社会主义进行。”导致这种认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B．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C．五四运动的爆发　　　

D．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1.在某中学历史探究课上，学生从“如何遏制学生上自习乱说话现象”的角度表

达他们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理解。甲生说:“这是品德问题,应该以德教化。”乙生说

:“这是违纪行为，应该严格惩罚。”丙生说：“这是无意识的,要让学生自我觉悟。

”他们的描述所对应的思想是

A．甲——儒，乙——法，丙——道

B．甲——儒，乙——道，丙——墨

C．甲——墨，乙——法，丙——道

D．甲——道，乙——墨，丙——儒

22.16 世纪的法国作家拉伯雷曾说过：“我不相信屋顶以上的事”。这反映了他怎

样的思想主张

A．追求人生自由

B．追求现实幸福

C．反对禁欲主义

D．反对等级观念

23.儒家思想在与其他思想的不断碰撞中，对自身产生的影响是



A．不断修改自身的学说

B．吸收其他思想，补充、发展自己

C．保持传统思想不变

D．压制其他思想的发展

24.《汉书·艺文志》在评价战国时期的某一学派时说：“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

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它所评价的是：

A．墨家

B．道家

C．儒家

D．法家

25.小说《巨人传》描写道：“1533 年时人们都相信，存在了一千年的精神黑暗，

相继而来的将不会是新生，而是真理的重新恢复。”这里重新恢复的“真理”是指

A．专制主义

B．自由主义

C．理性主义

D．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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