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七中 2014—2015 学年度下期半期考试 

高二年级历史试卷 
命题人：高二备课组        审题人：高二备课组 

考试时间：90分钟       总分：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5 分，36 题，共 54 分） 

1．“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上言论反映的思想是 

A．唯物论       B．辩证法      C．无为而治       D．民本 

2.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主张“兼爱”。这两种思想都注重 

A.调解人际关系           B.倡导重义轻利 

C.讲究尚贤选能           D.区分等级名分 

3．某人思想的特点之一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里的“某人”应该是 

A、王阳明        B、朱熹       C、程颐        D、李贽 

4．“舞”字的原始文字像一个人手执牛尾跳舞的样子，后来加上“舛”（双脚形），强调双脚配合双手和乐曲有节奏地

跳跃。这说明汉字   

            

A．演变总趋势是由简             B．以图画文字为基础逐步演变发展 

C．都是由象形文字构成           D．讲究借物抒情，追求神韵意趣 

5.“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之所以在宋代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他的词  

A．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      

B．善于描绘雄浑壮观的景物，表达豪迈奔放的思想感情 

C．蕴涵着对国家兴亡的沉痛感慨      

D．反映市民的生活面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6．李贽在《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中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这表明

李贽                                  

A.主张个性解放   B.反对封建礼教     C.提倡民主平等     D.反对理学空谈 

7．下图是某学者概括的近现代中国思路历程简图，由此图可见近现代思想历程 

 

    A．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   B．是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 

    C．是一个不断回归传统儒学的过程     D．是一个不断碰撞分化与融合的过程 

8．魏源在 19 世纪 50 年代写到，“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四五十年代的许多著作把

西方人称为“夷”，但在七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作“洋”了。该变化反映了 

A .中国人由仇视西方到崇拜西方   B. 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逐步深入 

C. 由中国中心到西方中心的变化   D. 对西方外交政策由对抗到和解 

9．洋务派是域外文明的感知者，同时扮演着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故有论者讥讽洋务派实质上是“种豆得瓜”。下列

对洋务派所得的“瓜”的最准确理解是            

A．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B．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        

C．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D．使中国走上了富强道路 

10.“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始终是历史的主题。……但是紧张对的救亡需求带来了准备的不足，

并往往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态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这种“不成熟”

http://www.zxls.com/


 

的核心体现是 

  A．军事准备不足   B．政治经验短缺 

C．思想理论肤浅    D．经济基础薄弱 

11.下图是“共和”、“民主”在 1833—1915年的出现频度统计表，图中可见 1893年—1898年“民主”出现的频率远远

高于“共和”的频率，这一现象的反映了 

 

 

 

 

 

 

 

 

 

A .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B .清政府要民主但不同意放弃帝制 

C .宣传君主立宪的维新思潮成为新思想主流 

D .孙中山在海外领导同盟会，忽视国内的宣传 

12．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

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这段话评论的是                                                             

   A．民族主义     B．民生主义     C．民权主义     D．民主主义 

13．中国古代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糊结论。近代以来，

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率先打破这一懵懂历史观的是  

  A．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       B．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洋务思想 

  C．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社会主义思想         D．严复、粱启超等的维新思想 

14．陈独秀说：“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抗斗，而国民若观队岸之火，熟视

而无所动心。”为此，他认为首要做的事情是           

A．进行革命斗争，反对独裁专制      B．建立革命政党，发动工农群众 

C．提倡学术自由，普及白话文章      D．兴起启蒙运动，解放民众思想   

15．“人既不存在于天堂，也不存在于地狱；既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永恒的，他们可以用自由意志成为自己的造物主，

把自己造就成想变成的任何人。”材料反映的思想是 

A．虚无主义      B．人文主义        C．唯物主义            D．因信称义 

16.公元前 399年苏格拉底被控诉不敬城邦认可的神灵而判处死刑；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因在《论神》中说“不能断定神

是否存在”，其著作被公焚；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也因“不敬神”被起诉，被迫离开雅典，客死异乡。对此表述最准确的

是 

    A．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繁荣          B．统治阶级利用神权来巩固统治 

    C．神在雅典人心中地位提高          D．人文精神并非是雅典主流思想 

17．“将中世纪看做一团漆黑、对文艺复兴大加肯定的割断历史的观点……都是偏颇的。”材料主要强调了文艺复兴 

A．割断了欧洲的历史                 B．对中世纪历史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 

  C．促进了人性的觉醒                 D．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 

18．关于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有人曾这样比喻：“教会原本是教徒与上帝的接线员，于是借助这个电信垄断地位大发

横财。自此之后，人人自带直拨上帝的‘热线’了。”材料反映了这场宗教改革 

A．主张废除教阶制度与宗教仪式         B．否定信仰上帝 

C．宣扬《圣经》至高无上               D．挑战教会权威 

19．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它“既是对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一种反思和修正，也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崇尚古代的一种反叛”。

这种文艺思潮是 

   A．古典主义      B．浪漫主义       C．现实主义       D．现代主义 

20.“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

该论述反映了科学 



 

A.改变了人类的宗教信仰         B.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 

C.影响了人类的思想观念         D.提升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21.《全球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启蒙运动的话：“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

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文中“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主要是指 

A.推翻了封建统治秩序               B.破坏了传统的议会制度 

C.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               D.否定了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 

22.“就好像每个人都对别人说，我放弃我统治自己的权利而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们的集合，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把你的权利授予他，并以类似的方式认可他的行为。”提出上述主张的是 

A．霍布斯     B．洛克      C．孟德斯鸠      D．卢梭 

23.德国哲学家阿道尔诺认为：“在启蒙精神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受到毁灭性的批

判。”那些被“毁灭性批判”的观点不包括 

A.“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B.“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 

C.“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 

D.“只有君主才有权利思考、决策，其他人只有执行的义务” 

24.在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审判中，为证明国王犯罪，检查官库克曾论证说：“凡受托行使保护维持人民安宁大权者，其

权力本是人民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赋予他的，一旦其利用手中权力来伤害人民，则根据该国法律应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并

处以最严厉的刑罚以警戒后人。这一法律原则——国王一旦成为暴君，必须因此而死。”这段话表明，库克比法国启蒙

思想家更早提出了 

A.君主立宪的观点            B.人民主权的理念 

C.社会契约的学说            D.天赋人权的思想 

25.卢梭说:"行政权力的受任者决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

们；对这些官吏来说，这决不是订立契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这体现了他主张 

A.制定契约限制官吏滥用职权        B.个人意志凌驾于公权之上 

C.官吏行使权力需接受人民监督      D.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官民对立 

26.1913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这样写道：“……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也已成为

西方文学的一部分。”从这一评语可知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特点是 

A．东方文化开始赶超西方           B．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 

C．东西方文化融合，东方文化得到西方承认   D．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主流 

27.梭伦上台后，他所面对的情景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穷人强烈要求平分富人的财产，梭伦当然不能支持农民的这

一极端要求，不过也必须让穷人得到实惠。下列措施能体现他的这一改革理念的是 

   A．颁布“解负令”                B．实行陶片放逐法 

   C．成立五百人会议                D．向低等级公民发放津贴 

28. 商鞅变法规定：私自移动田界，将被处以“赎耐”之刑（强制剔去须鬓，以羞辱之）。此规定的目的是 

A．奖励耕织     B．重农抑商     C．维护井田制      D．保护土地私有 

29.北魏均田制规定：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额与良民同，耕牛 1头授田 30亩，限 4

头牛。其主要影响是 

A．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兼并的问题    B．使劳力与田业相结合促进了农业生产 

C．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以加强控制    D．保留了贵族官僚在土地数量上的优势 

30. 下列图表内容，左侧是史实陈述，右侧是对陈述的推论。其中推论合理的是 

 史    实 推    论 

A 商鞅下令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为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 

国家政权找到了—个适当的组织形式 

B 
据记载，自宋神宗熙宁三年到九年，各地共 

兴修水利 10793 处，受益农田达 36 万多顷 

以政府借贷的方式收取一定利息，增加 

了财政收入，使“中外府库无不充衍” 

C 

阿里建立了兵工厂、造船厂和火药厂，积极 

发展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民用工业和农副产品 

加工工业 

工厂的产品大多出口海外，给埃及带来 

丰厚的利润，有利于工厂的扩大再生产 



 

D 

明治政府兴办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接收幕府和各藩

的军事工厂以及矿山，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加以改

造，使用蒸汽动力 

日本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

国 

31.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经济的规划、决策权从三司独立出来，同时要求“一岁用度

及郊祀大费，皆编制定式”。这一措施体现了王安石 

A．将整顿吏治作为变法中心           B．重视财政运行机制改革 

  C．以积极节流作为理财思路           D．借变法之机剥夺了三司财权 

32. 王安石：“昔日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司马光：“取利约近一倍，虽兼并

之家，乘此饥谨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据此可知王安石与司马光分歧的焦点是青苗法 

   A．是否有助于限制兼并之家           B．是否有利于改善政府财政状况 

   C．是否真正有利于助困济贫           D．是否真正有助于稳定市场秩序 

33.“它是时代的产物，它兴盛于英吉利民族呼唤主权国家之时，它肩负着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实现国家统一、确

保国家独立。”这里的“它”应该是 

A．人文主义      B．自由主义   C．君主立宪制     D．君主专制 

34. 英王詹姆士一世提出“君权神授”说，推行极端君主专制，主要原因是基于 

A．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国的基本国情 B．英国尚未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 

C．新兴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矛盾激化 D．詹姆士一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35. 斯宾诺莎认为，“神学不一定要听理智的使唤，理智也不一定要听神学的使唤，二者各有其领域……”。其“理

智”符合了 

A．专制国王的要求         B．本国教会的要求 

C．资产阶级的要求    D．封建领主的要求 

36. 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比，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方案增加了 

①立法权  ②考试权  ③司法权  ④行政权  ⑤监察权 

A．①⑤     B．②③      C．②④   D．②⑤ 

二、材料解析题(46分) 

37、（16 分）阅读下列材料，请回答： 

材料一   利玛窦（1552—1610）给中国带来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及艺术成果，让明朝士人看到了精密器械与写实油画，

初步了解了天主教的教义。他巧妙借助儒家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合，有人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 利玛窦的到来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勃勃生

机的西方世界。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利玛窦从哪些方面向中国展示了一个“勃勃生机的西方世界”？ 这对中国明清时

期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5 分） 

 

 

 

材料二   他们（自由主义者）强调五四运动（注：这里指广义上使用的“五四运动”，所涉及的时期大致是 1917年

到 1921 年）促进了“以大众活语言的新文学取代文言文的旧文学”；它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对人

生及人的价值的颂扬反对对它们贬抑的运动”，是一场“由那些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并试图用现代历史批判和研究的

新方法论对之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他们）把欧洲文艺复兴看作是在中世纪旧秩序桎梏

中挣扎的新生资本主义社会所要求的一场运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因而在欧洲得以复活。

而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经济也从中世纪状况发展到资本主义状况，并提出了类似的文化上的要求。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 

（2）材料二中的“自由主义者”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理由是什么？（2 分）试从思

想背景和内容两方面比较中国和西方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差异。（4 分） 

 

 

 

 

 

 



 

材料三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

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3）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怎么理解就思想而言“五四”实际上是“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带有强烈的浪

漫主义色彩”？(5分) 

 

 

 

 

 

38、（20 分）书籍史是研究、揭示书籍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专门史。阅读下列材料，请回答： 

材料一   两宋时期是我国出版印刷事业形成并迅速走向繁荣的黄金时代,地方官刻书蔚成风气,刻书机构名目萦多,刻

书品种之广,数量之大,版印之精,都是空前的。某些机构刻印图书还带有开发经营性质,政府也加强了对出版印刷业的

管理,所有这些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 

（1）宋代是我国书籍印刷史上的极盛时期，为后世书籍印刷树立了楷模风范。简要说明宋代书籍印刷发展的原因。（3

分） 

 

 

材料二   如果没有大约 70年前出现的古滕贝格印刷工厂，宗教改革运动便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正是印刷

术的普及化，令这些充满激情的理论很快散播到了千家万户，使教廷徒唤奈何……作为新教徒一切宗教信仰的源头，《圣

经》如今可以随时购得。正是这一事实，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摘编自[加]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圣经》在当时广受民众欢迎的原因。（4分） 

 

 

 

 

材料三   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译

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 

同文馆（1862年成立）……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

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成立）的

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 1908年的 40年中，共译书 158种，其中史志、公

法、教育方面的书 18种；军事方面的书 32种；商学书 8种；科技书 90种；附录 10种中，除每年 4册的《西国近事

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摘编自陈志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3）根据材料，概括从鸦片战争时期到 20世纪初中国译书事业的变化特点，并分析原因。（6分） 

 

 

 

 

 

材料四  1950年～1956年全国图书出版统计表[种数：种；印数：万册（张）；印张数：千印张] 

年份 
种数 

印数 印张数 
合计 其中：新出 

1950 12153 7049 27463 590988 

1951 18300 13725 70330 1262586 

1952 13692 7940 78566 1698351 

1953 17819 9925 75421 2134347 



 

1954 17760 10685 93913 2509035 

1955 21071 13187 107914 2798277 

1956 28773 18804 178437 4316681 

                ——据彭俊玲、曾辉《从版本图书看中国五十年代的图书出版业》 

（4）根据材料，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出版发展的总体趋势，并分析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4 分） 

 

 

 

 

（5）当前书籍印刷面临怎样的挑战？简要谈谈你的认识。（3 分） 

 

 

 

39．【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0 分）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

部结构的自我调整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举世都为之震动。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明

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字林西报》 

材料二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 

                                           ——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 

材料三   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变法的内容和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

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李喜所《略谈戊戌变法的“保守”与“激进”》 

材料四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

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指出时人对变法的“节奏”持怎样的看法？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改革“节奏”？（3 分） 

 

 

（2）你认为材料三中对于变法失败根本原因的认识，是否正确？请结合史实加以说明。（4 分） 

 

 

 

（3）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戊戌变法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的历史依据。（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