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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丰台高一（下）期末 

历    史 

一、选择题 

1.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墓葬、房址等遗存，其中多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数量悬殊，少者

仅一两件，多者百件以上。这表明当时（   ） 

A. 早期奴隶制国家产生 B. 阶级对抗尖锐 

C. 男性处于统治地位 D. 贫富分化出现 

2. 西周建立后，为稳固和扩大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史称“封邦建国”。当时周王分封诸侯主要是基于 

A. 血缘亲疏 B. 军功大小 C. 财产多寡 D. 才能高低 

3. 秦代以前，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都可以称“玺”。秦代时，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以称“玺”。这说明当时 

A. 诸侯权力上升 B. 文字得到统一 C. 疆域范围扩大 D. 皇帝地位独尊 

4. 如表为东晋至宋朝入仕群体中寒门子弟所占比例变化简表，表中变化出现的原因是（   ） 

朝代 东晋 隋 唐 北宋 

比例 4% 17.2% 24.5% 46.1% 

 

A.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B. 社会阶层的流动 

C. 科举制度的实行发展 D. 门第观念的淡化 

5. 宋太祖赵匡胤道“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下列措施

能体现他这一主张的是（   ） 

A. 文臣出任知州 B. 实行更戍法 

C. 设立参知政事 D. 设立转运使 

6. 下列历史事件和现象反映的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是（   ） 

 

①统治危机初步显现  ②孕育着向近代转型的因素 

③科技水平领先世界  ④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7. 嘉庆《南翔镇志》记载：（明朝时期）嘉定县“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材

料反映出（   ） 

A. 农业生产出现商品化 B. 长途贸易得到发展 

C. 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帮 D. 棉纺织业技术精良 

8. 南宋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

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所说的“理”在社会中应体现为 

A  自然法则 B. 天人感应 C. 历史规律 D. 伦理纲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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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表是中国古代对边疆某一地区进行管理的措施。据此可知，这一地区是（   ） 

时期 措施 

西汉 设置西域都护府 

唐朝 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元朝 设北庭都元帅府 

清朝 设立伊犁将军 

 

A. 西藏 B. 台湾 C. 云南 D. 新疆 

10. 近代前夕，广州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

主要港口”的广州，已趋于衰落。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 

A. 协定关税 B.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C. 五口通商 D. 列强掀起瓜分狂潮 

11. 1878 年，李鸿章委派商人唐廷枢，筹资从国外购买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开办了开平煤矿。产煤质优价廉，

逐步代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据此可知，开平煤矿（   ） 

①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②一定程度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③利于降低百姓生活成本 

④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依赖性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12. 如图中地点与事件表述对应正确的是（   ） 

 

A. 开①为通商口岸允许设厂 

B. 太平天国在②建立了政权 

C. 义和团在③抗击八国联军 

D. 列强在④设立外交使馆区 

13. 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通过下列史料能够认识到的历史事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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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百日维新” B. “东南互保” C. 清末新政 D. 武昌起义 

14.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它重现了传统上紧随王朝衰亡

而来的失序与混乱。”下列能体现“失序与混乱”的是（   ） 

A. 社会生活文明开化 B. 北洋军阀混战割据 

C. 民族工业迅速发展 D. 民主科学思想传播 

15. 如表呈现的是五四运动过程中的部分事件，据此可知五四运动的特点有（   ） 

时间 事件 

5 月 4 日 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 

5 月 7 日 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南京等地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5 月 20 日 北京、武汉等地商界决议抵制日货 

6 月 5 日 上海出现大规模工人罢工，各地工人纷纷响应 

①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②运动范围从北京扩展到全国 

③参与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 

④中国代表拒绝巴黎和约签字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16. 下列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某一战役的描述，据此判断，该战役是（   ） 

 

A  淞沪会战 B. 台儿庄大捷 C. 百团大战 D. 第三次长沙会战 

17. 下列史实与结论对应正确 是（   ） 

 史实 结论 

A 
1943 年，通过谈判，中国与美、英达成协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英美在华特

权，签订新约 

取缔了帝国主义国家

在华的一切特权 

B 1945 年 10 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确立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 
国共合作，建立了联

合政府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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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初步确立

了三大政治制度 

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

的宪法 

D 
1950—1953 年，人民政府关押、管制、镇压一批犯有严重罪行的特务、惯匪、恶霸

等反革命分子；破获 600 余起特务案件，肃清 200 多万武装土匪特务 

安定了社会秩序，巩

固了新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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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图为 1952-1956 年我国经济成分比重变化统计数据，对其解读正确的是（   ） 

 

A. 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化 

B.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 

C. 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D. 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基础落后面貌 

19. 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出现在此地区的文明是 

A. 古代西亚文明 B. 古代埃及文明 

C. 古代印度文明 D. 古代希腊文明 

20.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被誉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古印度发明的数字由其传入欧洲后，逐渐成为全世界

通用的数字，被称为 

A. 腓尼基字母 B. 希腊字母 

C. 罗马数字 D. 阿拉伯数字 

21. 使世界各地开始建立广泛的直接联系，推动了世界各地人口的迁移和物种的大交流，在人类历史逐步从分散走

向整体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横线处应填 

A. 丝绸之路的开通 B.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 

C. 新航路的开辟 D. 工业革命的开展 

22. 从 1750 年到 1850 年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 10%提高到了 50%。1861 年，全英国已经有 16 个城市人口超过了

10 万。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是（   ） 

A. 市民阶层的兴起 B. 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C. 文化教育的发展 D. 机器生产的广泛使用 

23. 某同学开展自主学习，研究了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德意志帝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

他所研究的历史主题是（   ） 

A. 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B.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C.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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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近代科学兴起促进思想解放 

24. 如表为 1860-1900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总值排序表，从中可以得出（   ） 

时间 排序 

1860 年 英、法、美、德 

1880 年 美、英、德、法 

1900 年 美、德、英、法 

 

A. 欧美发达国家盛极而衰 B. 各国工业发展差距缩小 

C.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缓慢 D. 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25. 1905 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出现新高潮，1905-1911 年伊朗发生了立宪革命，1911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些

事件表明 

A. 各国民族革命取得胜利 B.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C. 古老的亚洲开始觉醒 D. 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联合 

26. 如图是讽刺 20 世纪 30 年代某一历史事件的漫画，漫画中戴礼帽的人物代表英法两国，后面的观看者代表美

国，小旗上写的是“去东方”，盘中肉上写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据此推断，这一漫画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B. 英法等召开慕尼黑会议 

C. 德国撕毁条约突袭苏联 

D. 《联合国家宣言》发表 

二、非选择题 

27.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革 

材料一  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纳

粟或稻），二是户（纳绢或麻），三是身（纳绢或布代役）。天宝年间，不堪兵役和赋税负担的农民大量脱籍逃

亡，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减少，赋税收入受到影响。同时，户籍失实，赋役混乱，官吏趁机作弊从中渔利。这样，

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为此，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户口不再分为主户和客户，一律编入现在居住的州县户

籍，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具体表现为依户等高低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之。其中租庸调、杂徭役

悉数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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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发谕旨，将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加以固定，以后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雍正

初年，令各省将丁口之税摊入地亩，按每地银一两摊丁银若干计算，一起输纳征解，称为“摊丁入亩”制度。与此同

时，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摊丁入亩制

度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平均了赋役

负担，较为公平合理。清初以来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得以统一，南北方的赋役负担渐趋平衡，无地少地的佃

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等基本上摆脱丁银的“赔累”，负担减轻，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此后，清政府

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成为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比较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的不同，分析两税法推行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清朝前期赋税制度的特点，分析其影响。 

2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演变 

 

中共

一大 

1921 年的中共一大党纲是一份兼具纲领与章程性质的文件，它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阐明党的任务

和奋斗目标，宣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指引党开始探索革命道路。 

 

中共

二大

至六

大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至五

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但是进行了部分的修订。修订中严格了入党手续，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重

视党支部的作用，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 年，在革命低潮时期制定的六大党章，突

出规定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

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 

 

中共

七大 

1945 年的中共七大党章，是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它增加了具有“前提

与总则”身份的总纲。党章第一次确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标志党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成为指导全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的重要保障。 

——摘编自蒯正明《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与党的发展》等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 演变历程。（要求：概括阶段特征，分析原因，

解释意义；最后阐述总体认识） 

29. 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

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

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

之上的……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

受限制，不准分割。 

——卢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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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

权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之上的，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

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

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人应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依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结合所学分析其产生背景。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启蒙运动的影响。 

（3）概括材料三的主要思想，结合所学说明该思想是如何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30. 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对“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进行课题探究，下表是他们收集整理的一部分

史实 

序号 史实 

① 194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成立 

② 1947 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印巴分治；签署关贸总协定 

③ 1949 年，北约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④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华约建立 

⑤ 1961 年，不结盟运动兴起 

⑥ 1967 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⑦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⑧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⑨ 1991 年，苏联解体 

⑩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召开 

⑪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1）请对以上史实划分阶段，概括 20 世纪 40 至 90 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2）请依据相关史实，阐释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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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墓葬、房址等遗存，其中多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数量悬殊，少者

仅一两件，多者百件以上。这表明当时（   ） 

A. 早期奴隶制国家产生 B. 阶级对抗尖锐 

C. 男性处于统治地位 D. 贫富分化出现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多数墓葬无随葬品”“随葬品的数量悬殊，少者仅一两件，多者百件以上”体现了当时墓葬中随葬品的

差异，表明当时出现了贫富分化，D 项正确；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排除 A 项；B 项“尖锐”的说法在材料

中体现不出来，排除 B 项；材料没有体现男女地位，看不出男性处于统治地位，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 西周建立后，为稳固和扩大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史称“封邦建国”。当时周王分封诸侯主要是基于 

A. 血缘亲疏 B. 军功大小 C. 财产多寡 D. 才能高低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周王分封诸侯主要是基于血缘，A 项正确；军功大小是秦朝选官标准，排除 B 项；CD 均

和史实不符，排除 CD 项。故选 A 项。 

3. 秦代以前，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都可以称“玺”。秦代时，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以称“玺”。这说明当时 

A. 诸侯权力上升 B. 文字得到统一 C. 疆域范围扩大 D. 皇帝地位独尊 

【答案】D 

【解析】 

【详解】由材料“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以称‘玺’”可知，皇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故选 D。材料并未提及诸侯状

况，且 A 项权力上升的说法也不符合史实，排除；材料并未提及秦始皇在文化上的措施，仅提及了“玺”的使用状

况，故无法得出 B 项结论，排除；材料并未提及秦朝的疆域状况，无法得出 C 项结论，排除。 

【点睛】本题考查秦朝创建的皇帝制，旨在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解题的关键信息是“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以

称‘玺’”。 

4. 如表为东晋至宋朝入仕群体中寒门子弟所占比例变化简表，表中变化出现的原因是（   ） 

朝代 东晋 隋 唐 北宋 

比例 4% 17.2% 24.5% 46.1% 

 

A.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B. 社会阶层的流动 

C. 科举制度的实行发展 D. 门第观念的淡化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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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依据表格信息可知，东晋至宋朝寒门子弟入仕的比例迅速增长。结合所学可知，从隋朝开始，科举制确

立，以考试成绩为选官标准，使得大量寒门子弟进入仕途，C 项正确；儒学正统地位确立是在西汉，排除 A 项；社

会阶层的流动、门第观念的淡化是科举制实行的影响，不是材料中寒门子弟入仕的比例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排除

BD 两项。故选 C 项。 

5. 宋太祖赵匡胤道“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下列措施

能体现他这一主张的是（   ） 

A. 文臣出任知州 B. 实行更戍法 

C. 设立参知政事 D. 设立转运使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体现了宋太祖重文轻武的政策，结合所学可

知，文臣出任知州体现了重文轻武政策，A 项正确；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才实行更戍法，排除 B 项；设立参知

政事是为了削弱相权，和重文轻武无关，排除 C 项；设立转运使是为了削弱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和材料无关，排

除 D 项。故选 A 项。 

6. 下列历史事件和现象反映的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是（   ） 

 

①统治危机初步显现  ②孕育着向近代转型的因素 

③科技水平领先世界  ④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人口增长资源紧缺”、“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黄宗羲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等信息可知，反映了

明清时期存在内外危机，①正确；依据材料“出现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黄宗羲抨击

封建君主专制”等信息可知，明清时期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出现了早期民主思想，这体

现了明清时期孕育着向近代转型的因素，②正确；依据材料“实行海禁闭关政策”可知，反映了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由

开放趋向保守，④正确；材料没有比较信息，无法得出明清时期科技水平领先世界，③错误。由此可知，C 项正

确，排除 ABD 三项。故选 C 项。 

7. 嘉庆《南翔镇志》记载：（明朝时期）嘉定县“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材

料反映出（   ） 

A. 农业生产出现商品化 B. 长途贸易得到发展 

C. 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帮 D. 棉纺织业技术精良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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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材料“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体现了嘉定县种植木棉然后织成布在拿

到市场换钱的情形，这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加强，A 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贸易是长途还是短途，排

除 B 项；材料和商帮无关，排除 C 项；材料没有涉及棉纺织业技术的精良与否，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8. 南宋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

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所说的“理”在社会中应体现为 

A. 自然法则 B. 天人感应 C. 历史规律 D. 伦理纲常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体现的是朱熹认为理体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儒家的纲

常伦理，因此 D 正确，ABC 排除。故选 D。 

9. 下表是中国古代对边疆某一地区进行管理的措施。据此可知，这一地区是（   ） 

时期 措施 

西汉 设置西域都护府 

唐朝 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元朝 设北庭都元帅府 

清朝 设立伊犁将军 

 

A. 西藏 B. 台湾 C. 云南 D. 新疆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这是西域各国正式归

属中央政府的开始；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机构，加强管辖。如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地区先后设立了管辖

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乾隆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置了伊犁将军，管辖包括

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新疆地区，巩固了我国的西北边疆，D 项正确；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

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排除 A 项；元朝设立管辖台湾的机构是澎湖巡检司，排除 B 项；清朝设云南省管辖云

南，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点睛】 

10. 近代前夕，广州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

主要港口”的广州，已趋于衰落。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 

A. 协定关税 B.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C. 五口通商 D. 列强掀起瓜分狂潮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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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结合所学可知，鸦片战争前，中国只开放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广州市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鸦片

战争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等条件，取代了广

州的中心地位，C 项正确；协定关税和广州丧失外贸中心地位无关，排除 A 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实现了鸦

片贸易的合法化，而且 B 项与材料无关，排除 B 项；19 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1. 1878 年，李鸿章委派商人唐廷枢，筹资从国外购买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开办了开平煤矿。产煤质优价廉，

逐步代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据此可知，开平煤矿（   ） 

①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②一定程度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③利于降低百姓生活成本 

④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依赖性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逐步代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可概括出一定程度抵制外国经济侵略，②正确；根据材料“产

煤质优价廉”可概括出利于降低百姓生活成本，③正确；根据材料“筹资从国外购买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开办了

开平煤矿”可知，开平煤矿在技术和设备上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依赖性，④正确；李鸿章开办的开平煤矿属于洋务

企业而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排除①，综上，B 项正确，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2. 如图中地点与事件表述对应正确的是（   ） 

 

A. 开①为通商口岸允许设厂 

B. 太平天国在②建立了政权 

C. 义和团在③抗击八国联军 

D. 列强在④设立外交使馆区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政权，②为南京，B 项正确；甲午战争后，沙市、重庆、苏

州、杭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并允许列强投资设厂，而①为北京，排除 A 项；义和团主要在华北地区抗击八国联军，

而③为武汉，排除 C 项；列强在北京设立了外交使馆区，而④为重庆，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3. 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通过下列史料能够认识到的历史事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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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百日维新” B. “东南互保” C. 清末新政 D. 武昌起义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 “明定国是诏书”指《定国是诏》，是 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这是光绪帝为百

日维新颁布的改革纲领，A 项正确；“东南互保”协议达成时间是 1900 年，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B 项；清末新政

开始的时间是 1901 年，排除 C 项；武昌起义的时间是 1911 年，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4.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它重现了传统上紧随王朝衰亡

而来的失序与混乱。”下列能体现“失序与混乱”的是（   ） 

A. 社会生活文明开化 B. 北洋军阀混战割据 

C. 民族工业迅速发展 D. 民主科学思想传播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北洋军

阀混战的黑暗和失序时期，B 项正确；社会生活文明开化和材料“失序与混乱”无关，排除 A 项；民族工业发展、民

主科学思想传播均与“失序与混乱”无关，排除 CD 项。故选 B 项。 

15. 如表呈现的是五四运动过程中的部分事件，据此可知五四运动的特点有（   ） 

时间 事件 

5 月 4 日 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 

5 月 7 日 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南京等地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5 月 20 日 北京、武汉等地商界决议抵制日货 

6 月 5 日 上海出现大规模工人罢工，各地工人纷纷响应 

①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②运动范围从北京扩展到全国 

③参与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 

④中国代表拒绝巴黎和约签字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并结合所学可知，青年知识分子

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①正确；根据材料“上海”“天津、南京”“北京、武汉”可概括出运动范围从北京扩

展到全国，②正确；根据材料“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上海举行国民大会”“等地商界”“上海出现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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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工人罢工”可概括出参与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③正确；材料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过程，不能看出五四运动的影

响，不能得出“中国代表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的结论，排除④，综上，A 项正确，排除 BCD 项。故选 A 项。 

16. 下列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某一战役的描述，据此判断，该战役是（   ） 

 

A. 淞沪会战 B. 台儿庄大捷 C. 百团大战 D. 第三次长沙会战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描述可知，该战役发生在 1940 年下半年，以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要目标，打破了日军的“囚笼

政策”，结合所学可知，该战役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C 项正确；淞沪会战发生在 1937 年 9

月，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材料信息不符，排除 A 项；台儿庄大捷发生在 1938 年，是国民党正

面战场的战役，是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与材料信息不符，排除 B 项；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 1941 年 12 月到

1942 年 1 月，是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与材料信息不

符，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7. 下列史实与结论对应正确的是（   ） 

 史实 结论 

A 
1943 年，通过谈判，中国与美、英达成协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英美在华特

权，签订新约 

取缔了帝国主义国家

在华的一切特权 

B 1945 年 10 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确立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 
国共合作，建立了联

合政府 

C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初步确立

了三大政治制度 

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

的宪法 

D 
1950—1953 年，人民政府关押、管制、镇压一批犯有严重罪行的特务、惯匪、恶霸

等反革命分子；破获 600 余起特务案件，肃清 200 多万武装土匪特务 

安定了社会秩序，巩

固了新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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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1950—1953 年，人民政府关押、管制、镇压一批犯有严重罪行的特务、惯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

破获 600 余起特务案件，肃清 200 多万武装土匪特务”并结合所学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反革命分子和土匪进

行的严厉打击，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D 项正确；1943 年，我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政

府并没有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取缔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排除 A 项；结合所学可

知，国民党在 1946 年便撕毁“双十协定”，反动内战，排除 B 项；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五四宪法》

而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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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图为 1952-1956 年我国经济成分比重变化统计数据，对其解读正确 是（   ） 

 

A. 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化 

B.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 

C. 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D. 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基础落后面貌 

【答案】C 

【解析】 

【详解】从柱状图中可以得到公有制经济到 1956 年占我国经济成分比重大幅增加，并占到 50%以上，私有经济所

占比例大幅下降，结合所学知识，1956 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C 项正确；材料体现

不出工业现代化，并且，1957 年，“一五计划”的完成，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排除 A 项；完成新民主主

义革命遗留任务与材料无关，排除 B 项；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基础落后面貌是“一五计划”的完成，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9. 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出现在此地区的文明是 

A. 古代西亚文明 B. 古代埃及文明 

C. 古代印度文明 D. 古代希腊文明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B 正确；古西亚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A 排除；古印

度文明发源于印度河流域，C 排除；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D 排除。故选 B。 

20. 中古时期 阿拉伯帝国被誉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古印度发明的数字由其传入欧洲后，逐渐成为全世界

通用的数字，被称为 

A. 腓尼基字母 B. 希腊字母 

C  罗马数字 D. 阿拉伯数字 

【答案】D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因为阿拉伯人在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被

称为“阿拉伯数字”，因此 D 正确，ABC 排除。故选 D。 

21. 使世界各地开始建立广泛的直接联系，推动了世界各地人口的迁移和物种的大交流，在人类历史逐步从分散走

向整体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横线处应填 

A. 丝绸之路的开通 B.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 

C. 新航路的开辟 D. 工业革命的开展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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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新航路开辟使世界开始连为一体，开启了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因此 C 正确，BCD

排除。故选 C。 

22. 从 1750 年到 1850 年间，英国 城市化水平从 10%提高到了 50%。1861 年，全英国已经有 16 个城市人口超过了

10 万。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是（   ） 

A. 市民阶层的兴起 B. 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C. 文化教育的发展 D. 机器生产的广泛使用 

【答案】D 

【解析】 

【详解】结合材料时间可知，这一时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大批工人进入工厂

做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D 项正确；市民阶层的兴起不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因，排除 A 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是

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排除 B 项；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3. 某同学开展自主学习，研究了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德意志帝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

他所研究的历史主题是（   ） 

A. 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B.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C.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D. 近代科学兴起促进思想解放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德意志帝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并结合所学可知，俄国农奴

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使得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南方的黑人奴隶制，实现了国家统

一，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德意志通过

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建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日本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

展道路，成为亚洲强国。由此可知，这些历史事件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体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B 项正确；材料与近代民族国家无关，而且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排除 A 项；材料

中的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无关，排除 C 项；材料与近代自然科学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4. 如表为 1860-1900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总值排序表，从中可以得出（   ） 

时间 排序 

1860 年 英、法、美、德 

1880 年 美、英、德、法 

1900 年 美、德、英、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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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欧美发达国家盛极而衰 B. 各国工业发展差距缩小 

C.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缓慢 D. 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1860-1900 年”涉及的时间是两次工业革命，根据材料可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法工业生产总值

要高于美德，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德工业生产总值超越了英法，体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D 项正确；欧美

发达国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盛极而衰”“发展缓慢”的说法均不符合

史实，排除 AC 项；根据材料并不能看出各国工业的差距在缩小，排除 B 项。故选 D 项。 

25. 1905 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出现新高潮，1905-1911 年伊朗发生了立宪革命，1911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些

事件表明 

A. 各国民族革命取得胜利 B.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C. 古老的亚洲开始觉醒 D. 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联合 

【答案】C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20 世纪初的印度人民抗英、伊朗的立宪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均是亚洲觉醒的表现，

因此 C 正确；印度反英斗争以失败告终，A 排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B 排除；不结盟运动标志着第三世

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D 排除。故选 C。 

26. 如图是讽刺 20 世纪 30 年代某一历史事件的漫画，漫画中戴礼帽的人物代表英法两国，后面的观看者代表美

国，小旗上写的是“去东方”，盘中肉上写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据此推断，这一漫画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B. 英法等召开慕尼黑会议 

C. 德国撕毁条约突袭苏联 

D. 《联合国家宣言》发表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1938 年英法德意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英法为了实现“祸水东引”和维护短暂的和平，把

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是英法绥靖政策达到顶峰的标志，材料体现的便是慕尼黑会议，B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

是慕尼黑会议，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撕毁条约突袭苏联”无关，排除 AC 项；《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于

1942 年，和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



 17 / 21 

二、非选择题 

27.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革 

材料一  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纳

粟或稻），二是户（纳绢或麻），三是身（纳绢或布代役）。天宝年间，不堪兵役和赋税负担的农民大量脱籍逃

亡，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减少，赋税收入受到影响。同时，户籍失实，赋役混乱，官吏趁机作弊从中渔利。这样，

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为此，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户口不再分为主户和客户，一律编入现在居住的州县户

籍，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具体表现为依户等高低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之。其中租庸调、杂徭役

悉数减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发谕旨，将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加以固定，以后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雍正

初年，令各省将丁口之税摊入地亩，按每地银一两摊丁银若干计算，一起输纳征解，称为“摊丁入亩”制度。与此同

时，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摊丁入亩制

度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平均了赋役

负担，较为公平合理。清初以来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得以统一，南北方的赋役负担渐趋平衡，无地少地的佃

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等基本上摆脱丁银的“赔累”，负担减轻，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此后，清政府

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成为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比较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的不同，分析两税法推行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清朝前期赋税制度的特点，分析其影响。 

【答案】（1）不同点：征税标准：租庸调制以人丁为主，两税法以土地财产为主。征税种类：与租庸调制相比，

两税法征收户税和地税，取消租庸调及各种杂税的征收，税目有所简化。征税时间：两税法固定在夏、秋两季征

税。 

（征税原则：由“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以制入”。征税对象：租庸调制征税主要是均田农民，贵族及官僚地主享有

免税免役特权；两税法征税对全国所有民户，官僚、地主、商人等都要交税，纳税对象扩大。赋税缴纳的形式：租

庸调制主要缴纳实物，两税法兼纳货币与实物） 

背景：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逃亡，户籍不清，户口失实；赋役混乱，官吏作弊渔利；中央政府财

政困难。     

（2）特点：简化税收项目和手续；赋税折银，商品货币化；公平合理。 

影响：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平衡南北方赋役负担；减轻了无地少地人民的赋役负担；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

系；利于工商业发展；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利于巩固中央集权。 

【解析】 

【小问 1 详解】 

不同点：征税标准：根据材料“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可概括出租庸

调制以人丁为主，根据材料“户口不再分为主户和客户，一律编入现在居住的州县户籍，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可

概括出两税法以土地财产为主。征税种类：根据材料“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具体表现为依户等高低纳钱，依田

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之。其中租庸调、杂徭役悉数减省”并结合所学可概括出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征收户

税和地税，取消租庸调及各种杂税的征收，税目有所简化。征税时间：两税法固定在夏、秋两季征税。背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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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可知，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实行的基础不复存在；根据材料“不堪兵役和赋税负担的农

民大量脱籍逃亡，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减少，赋税收入受到影响”可概括出农民逃亡，户籍不清，户口失实；根据

材料“户籍失实，赋役混乱，官吏趁机作弊从中渔利”可概括出赋役混乱，官吏作弊渔利；中央政府财政困难。 

【小问 2 详解】 

特点：根据材料“令各省将丁口之税摊入地亩，按每地银一两摊丁银若干计算，一起输纳征解”可概括出简化税收项

目和手续；赋税折银，商品货币化；根据材料“平均了赋役负担，较为公平合理”可概括出公平合理。影响：根据材

料“清初以来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得以统一”可概括出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根据材料“南北方的赋役负担渐

趋平衡”可概括出平衡南北方赋役负担；根据材料“无地少地的佃农、手工业者......负担减轻”可概括出减轻了无地少

地人民的赋役负担；利于工商业发展；根据材料“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可概括出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根

据材料“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成为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可概括出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利于巩

固中央集权。 

2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演变 

 

中共

一大 

1921 年的中共一大党纲是一份兼具纲领与章程性质的文件，它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阐明党的任务

和奋斗目标，宣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指引党开始探索革命道路。 

 

中共

二大

至六

大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至五

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但是进行了部分的修订。修订中严格了入党手续，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重

视党支部的作用，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 年，在革命低潮时期制定的六大党章，突

出规定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

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 

 

中共

七大 

1945 年的中共七大党章，是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它增加了具有“前提

与总则”身份的总纲。党章第一次确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标志党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成为指导全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的重要保障。 

——摘编自蒯正明《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与党的发展》等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演变历程。（要求：概括阶段特征，分析原因，

解释意义；最后阐述总体认识） 

【答案】示例 

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共一大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等，

基本指导完成党的创建工作，指引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启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在国共合作及合作破裂后严酷的国内战争的背景下，中共二大至六大党章的制定和修订都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

响，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指导着党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但这一时期党章的独立自主性不强，对中国革命实际中的一

些具体问题缺乏有效指导。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中共七大，制定的七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的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的党章，

在内容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了探索和完善，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群众路线和党的作风建设，是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指导全党夺取解放战争和新民主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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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任务的变化，党章在内容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实现独

立自主，它引导党一步步走向成熟，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 

【解析】 

【详解】解读：依据材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演变”中的各次会议的内容，结合各次会议的原

因、内容特征分析，主要从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共一大的内容和影响、中共二大的背景、内容以及影响、中共七大

的背景、内容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认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国际形势

和国内革命任务的变化，党章在内容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实现独立自主，它引导党一步步走向成熟，推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 

29. 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

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

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

之上的……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

受限制，不准分割。 

——卢梭 

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

权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之上的，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

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

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人应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依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结合所学分析其产生背景。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启蒙运动的影响。 

（3）概括材料三的主要思想，结合所学说明该思想是如何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答案】（1）内涵：以人为中心，提倡人，肯定人的价值；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世幸福。 

背景：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古典文化的遗存；教会的精神束缚。     

（2）内容：提倡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法治、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制衡。 

影响：传播自由平等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做了理论准备；推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

发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提供精神武器。     

（3）思想主张：无产阶级应该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号召无产阶级加强国际

合作。 

说明：1871 年，巴黎工人发动起义，建立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1917 年的十月革

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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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 

【解析】 

【小问 1 详解】 

内涵：依据材料“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可知，以人为中心，提倡人，肯定人的价值；依据“他

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

求”可知，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世幸福。背景：结合文艺复兴的背景从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古

典文化的遗存；教会的精神束缚等角度分析。 

【小问 2 详解】 

内容：依据材料“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可知，提倡天赋人权；依据“它是共同意

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可知，自由、平等；依据“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

上的”可知，社会契约；依据“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可知，主权

在民；结合启蒙运动的内容可知，法治、权力制衡。影响：结合第一问的内容和所学从传播自由平等思想，冲击封

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做了理论准备；推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

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提供精神武器等角度分析。 

【小问 3 详解】 

思想：依据材料“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和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力的总量”可知，无产阶级应该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据“共产党人应努力争

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知，号召无产阶级加强国际合作。说明：结合

所学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第一国际成立等角度解答。 

30. 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对“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进行课题探究，下表是他们收集整理的一部分

史实 

序号 史实 

① 194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成立 

② 1947 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印巴分治；签署关贸总协定 

③ 1949 年，北约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④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华约建立 

⑤ 1961 年，不结盟运动兴起 

⑥ 1967 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⑦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⑧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⑨ 1991 年，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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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召开 

⑪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1）请对以上史实划分阶段，概括 20 世纪 40 至 90 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2）请依据相关史实，阐释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案】（1）示例：阶段划分：20 世纪四五十年代——20 世纪六七十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后；

趋势：政治方面（国际格局）冷战、两极格局形成——多极化趋势出现——两极格局结束，多极化趋势加强。（其

它划分，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方面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壮大了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另一方面，

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有利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 

7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及一些成就的取得，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世

界多极化趋势加强。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示例：由材料表格可知，材料强调的是 20 世纪下半叶即 1945 年—1995 年期间的事件，考生可任选一个角度进行划

分，如选政治角度，结合所学可知，政治上 20 世纪下半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冷战、两极格

局形成时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多极化趋势出现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后是两极格局结束，多极

化趋势加强时期。 

【小问 2 详解】 

根据材料“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所学，可以从四个阶段来阐释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

和作用：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的作用，第二阶段是 70 年代中国外交关系的

突破尤其是重返联合国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世界多极化的推动作

用，第四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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