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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东城高二（上）期末 

历    史 

    本试卷共 6页，共 100分。考试时长 10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

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 I卷选择题(共 45分) 

    本卷共 15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近代史家赵翼称战国时期“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商鞅变法中与这一现象相关的措施是 

  A.重农抑商  B.轻罪重刑  C.奖励军功  D.连坐之法 

2.马王堆汉墓是汉文帝时期一位官员及家属的墓葬，出土了《易经》《老子》等 28件帛书，其中《老子》有两个

抄木，甲本字体接近篆体，不避汉高祖名讳。乙本字体为隶书，避汉高祖名讳，但是没有避惠帝和文帝(西汉第二、

三位皇帝)名讳。甲乙本内容与现在的通行本(魏晋工弼版)有较大的区别，是现今发现的《老子》最早文本之一。

由此判断正确的是 

  ①甲本成书时间很可能早于乙本成书时间 

  ②山此可知帛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③甲乙本可以作为研究《老子》的一手史料 

  ④由此证明老子思想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3.有学者说:“两千多年间，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社会的统治思

想，关键是它 

  A.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进步的思想  B.适应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C.始终未受到其他思想的严重冲击  D.宣扬无为思想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4.明清之际，产生了冲破传统儒学束缚的“异端”思想，其社会原因包括 

  ①商品经济的发展②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 

  ③社会矛盾的尖锐④西方启蒙思想的传人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5.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内容与评价对应正确的是 

 

6.下列中国近现代思想主张，按照时间先后排列，顺序应该是 

  ①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②我们必须颠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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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A.③①②④  B.②③①④  C.①②④③  D.④②③① 

7.有人说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保守的变革，这体现在 

  ①其理论宜传借助孺家思想②维新派只寄希望于光绪皇帝 

  ③变法并未实行君主立宪制④改革教育，设立大中小学堂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8.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中说:“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

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对他的观点评价正确的是 

 A.试图将新旧思想进行融合  B.严重阻碍新思想的发展 

 C.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D.意在全面批判封建思想 

9. "211 工程”，即而向 21世纪、重点建设 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于 1995 年 11月

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国家启动这一工程的目的是 

 A.完成“十三五”计划  B.重新落实“双百”方针 

 C.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  D.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0.恩格斯评价梭伦改革:“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集团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

新的失败。”这一变化源于 

  A.财产等级制  B.陶片放逐法  C.津贴制度  D.比例代表制 

11.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变化的具体事物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完美的、不变的东西。这反映了他的 

  A.正义观  B.理念论  C.法治观  D.道德观 

12.《新全球史》认为:“牛顿是新的科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依靠精确观测和数学推理建立了一整套有力的天文

学和数学理论。”下列选项属于“新的科学方法”内涵的是 

  ①现象描述经验总结  ②以实验事实为基础 

  ③注重科学理论探索  ④以数学为表达形式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3.“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西风颂》，它体现的创作风格是 

  A.古典主义  B.浪漫主义  C.现实主义  D.现代主义 

14.张建华在《俄国史》一书中认为，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原则之一是:要使地主立即放心，相信其利益有保障。

改革中能体现这一原则的措施是 

A.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   B.解除农奴对其领主的封建义务 

C.农奴向地主交赎金才获得份地   D.推行城市自治改革，建立杜马 

15.《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中介绍了中国网络建设的成就，网民规模从 2007年 2.1亿人发展到 2018

年的 8.02亿人，网络新闻用户使用率由 2007年的 73.6%增长到 2018年的 82.7%，由此反映了 

A.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完全取代    B.改革开放推动信息时代即将到来 

C.新式传媒的粗盖面越来越广    D.网络媒介提供的信息全面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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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卷非选择题(共 55分) 

16. (12 分)儒学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到卫国，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作战的事。孔子回答，祭祀的事我听说

过。排兵布阵的事，我还不曾学呢。第二天，孔子与卫灵公谈话的时候，卫灵公不再看孔子，孔子于是离开卫国。     

后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鲁乱而适齐，与齐景公谈政，因为当时齐国的政权已操纵在抑大夫手中，孔子一针见

血地为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的为政方略。于是有“齐大夫欲害孔子”。而齐景公对此无可奈何，孔子只好

离开齐国。 

    (1)依据所学，指出上述材料的时代背景，分析孔子在卫国、齐国失败的具体原因(从两次失败中任选一例说

明)。(4分) 

 

材料二孔子何貌?……《论语》以“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十个字概括孔子的风神气质。自秦汉时期儒学成

为显学后，人们借助于各种造型艺术形象的载体，不断地塑造孔子的形象.或图之于壁，或刻之于石，或镂之于木，

或画之于纸帛，将孔子形象、事迹及思想广泛传播。孔子的形象基本被定格为慈祥、谦逊，以衬托其“温良恭俭

让”的精神气质……宋元以后，孔子形象被帝化和神化.服饰由公侯制进到帝王制，头戴十二冕硫，身着十二章服。

野史和民间传说则塑造出眼露睛、鼻露孔、唇露齿、头杆顶、耳重肩、手过膝以及身材不匀称等“七陋说”和

“四十九表说”，孔子相貌的呈现渐次夸张与变异。 

—摘编自董倩倩、范菲菲《圣人之像—从馆藏文物看孔子形象变迁》 

 

 

 

 

 

 

 

 

 

 

(2)依据图文材料拟定一个主题，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对所拟主题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

分，逻辑清晰)(8分) 

17. (11 分)历史学习要求能够从来源和目的等多方面分辫不同的历史解释，并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

对史事作出解释。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熙宁二年)九月丁卯，行青苗法。…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 

                                                                    —《宋史纪事本末》 

  (1)请简述青苗法的内容。(2分) 

材料二 

    (王安石)“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使彼诚君子

邪，则固不能言利(注释:如果是君子。就不应该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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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青苗法者，颇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荆公(指王安石)惠民之政也。夫以荆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银行为国

民经济最要之机关，其识固卓绝千古。……虽然，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 

                                                            —梁启超《王安石传》 

    青苗法实施之前，民间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借货行为。……各地官吏为了提高自身的政绩.发放更多货款以及

收取更多利息，开始垄断借贷市场……政府去做私人部门的事情，往往只是想象中很美好，但在现实经济中，往

往引发更多问题，其弊端比市场 

尤甚。 

—沈琪《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演进过程及福利分析—以青苗法为例》 

(2)概括上述材料中三位学者的核心观点和依据。(6分) 

(3)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请你对青苗法进行评价。(3分) 

18. (10 分)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辛亥革命时)曾十起而十败

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扰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 1917-1919 年所著《建国方略》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

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 

                                                      — 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 

(1)依据材料一，比较两个时期孙中山对待民众的不同态度，并简析导致其态度变化的原因。(4分) 

 

材料二五四以前的历史表明，中国走西方国家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前赴后继，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2)材料二中的“走西方国家老路”指什么?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创新。(3分) 

 

材料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时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 

                          — 1978年 6月 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材料三中邓小平批评的是什么?结合史实说明 1978 年中国是如何实现了思想领域的重要转折。(3分) 

19. (22 分)人文主义在西方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依据材料一和所学，评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点。(3分) 

材料二《十日谈》第四天讲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亲王的女儿绮思梦达与侍从纪斯卡多相爱，由于地位悬殊，

为父亲所不容。亲王派人杀死纪斯卡多，将其心脏送给女儿，以绝女儿之念。但悲痛的绮思梦达服毒殉情。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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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她对父亲说：“我按捺不住这片青春烈火，我年青，又是个女人，我情不自禁，私下爱上了一个男人。我

凭着热情冲动，做出这事来……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踢给的，具

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 

(2)请从材料二中摘引一例原文，说明《十日谈》如何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4分) 

材料三有人认为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是人文主义的平民化。

它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进一步宣扬了以人为主体的思想。. 

                                              —摘编自《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 

(3)请结合史实，阐释上述观点。(6分) 

材料四“文明”一词最早见于 1756年出版的《人口论》。该书三次用到“文明”一词。第一处，揭示了宗教和文

明的关系，作为“文明”动力的宗教，压抑人性中的“恶”，引导人们从善并且行为举止要符合宗教规范。第二

处和第三处侧重于将“文明”用于指以教养和礼貌为核心的行为，可以看出，“文明”一词凸显与“野蛮”的对

立，并强调了宗教与文明的紧密关系。 

    18世纪末，“文明”一词在欧洲各国传播和使用。启蒙思想家借“文明”来表达其追求的目标：人类理智和

知识的进步:社会整体从野蛮的低级阶段到有教化的高级阶段的发展。其中一些思想家已经从全球的角度来理解

“欧洲”、来理解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文明”。欧洲话语中“文明”观念暗含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也在启蒙思想家

对该词的理解和使用中被逐渐确立起来。 

                                  —陈铭、石坚《启蒙运动时期“文明”观念嬗变研究》 

(4)18世纪中期和末期“文明”一词的含义出现了变化.你如何认识这两个时期的“文明”一词?(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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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答案 

第 I 卷选择题(共 4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C B B A C A A D D A B D B C C 

第 H 卷非选择题(共 55分) 

16.(12 分) 

    (1)时代背景: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 W,，礼坏乐崩。 

    原因:在卫国，孔子学说不符合诸侯进行争霸战争的直接需求。在齐国，卿大夫专权，但孔子主张以周礼恢复

等级秩序，损害了卿大夫的既得利益。(4分) 

    (2)评分标准: 

    主题准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7-8 分) 

    主题比较准确，史论结合比较紧密，论证比较充分，逻辑比较清晰((4-6分) 

    主题模糊，史论结合不紧密，论证不充分，逻辑不清晰((2-3分) 

    无主题，有论点无史实或有史实无论点，逻辑混乱((0-1分) 

    示例一:历史视野下的孔子形象变迁 

    中国古代早期，伴随着儒学的兴起和正统地位的确立，孔子呈现的是为人师表的学者形象。宋代以后，理学

确定了思想界统治地位，在孔庙等官方祭奠场所，孔子的形象走向神化和帝王化;与此同时，市民阶层兴起，在年

画、民间传说等市民文化中孔子形象体现了与官方不同的认知，呈现出世俗化的布衣形象或者夸张变异形象。 

    综上所述，孔子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象征符号。 

示例二:历史视野下的孔子形象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初兴，影响力有限，孔子形象只见于简洁的文字记载。自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后，孔子形

象被大量塑造，并借助于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段和民间传说广为流行;同时，纸的发明及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推动

了孔子形象的传播。综上所述，孔子形象的传播与儒学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并得益于文艺和科技的发展 

17.(11分) 

(1)青黄不接时，政府低息贷款借给农民，收获后，农民还本付息。(2分) 

(2)司马光依据儒家道德准则，认为王安石是重利轻义。梁启超依据近代的金融制度，认为青苗法具有官办银行的

性质，有创新愈义，但银行更适合民办。沈琪依据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认为王安石的做法是以政府

垄断借贷市场，其弊端更严重.(6分) 

(3)从积极作用看，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政府的财政收人得到增加。从消极影响看，因执行不当，加重了百姓的

负担。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用借贷的办法，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因缺乏现代经济体制的支持，该措施在农

耕社会很难实现。(3分) 

18.(10 分) 

  (1)不同：1924年之前强调民众的愚昧落后，1924年视民众为革命主要力量。 

原因:孙中山多次斗争失败后寻求新的革命之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

行国共合作。(4分) 

(2)资产阶级领导政治变革，力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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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3分) 

(3)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分) 

19. (22 分) 

    (1)否定了神或命运等超自然的力量对社会人生的作用，树立了人的尊严。但它过分强    调个人主观的感受，

忽视道德。(3分) 

(2)示例一:“我按捺不住这片青春烈火，我年青，又是个女人，我情不自禁，私下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凭着热情

冲动，做出这李来”。 

    这段材料描绘了对爱情的渴望，表达了作者倡导追求幸福、个性解放的思想，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

心的人文主义精神。 

示例二:“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

效用，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 

    这段材料展现了对封建等级观念的否定，表达了追求平等的愿望，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

义精神。(4分) 

(3)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但思想解放只在文艺和生活等领域，且主要局限于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而宗教改革

宣扬“因信称义”，促使广大民众打破了对天主教会的迷信，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建立了不

受教皇控制的新教，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6

分) 

(4)18 世纪中期的“文明”是指符合宗教规范的有教养的行为，由于当时天主教会的思想束缚依然存在，“文明”

一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8世纪末，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推动了欧洲的发展，“文明”一词的

含义发生变化，“文明”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以及欧洲领先世界的象征，“文明”一词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

追求，也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文明”一词的演变折射出欧洲在思想、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变迁。(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