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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京 101中学高一（下）期中 

历    史 

第一部分  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50分） 

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 

1.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农业逐渐形成的主要耕作方式是 

A. 刀耕火种            B. 石器锄耕 

C. 铁犁牛耕              D. 耒耕耜耕 

2. 古代诗人梅尧臣《水轮咏》：“孤轮运寒水，无乃农自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描写的是 

A. 耧车       B. 翻车         C. 筒车           D. 水排 

3. 关于我国古代冶金业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商朝时中国人开始掌握冶铜技术 

②西周晚期已有铁器 

③南北朝时期发明了灌钢法 

④西汉时发明了水力鼓风冶铁装置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4. “从宋代起，棉花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纺织原料……到了元代，丝、麻、棉鼎足而立，明代以后，棉花的重要

性超过麻。”出现这些变化的前提条件是 

A. 政府的大力推广               B. 棉纺织技术的改进 

C. 商品经济的发展               D. 棉花成为经济作物 

5. 在中国古代纺织、制瓷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在 

A. 商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 

6. 北宋四川地区通行的铁钱体重值小。大铁钱每十贯重 120 斤，小铁钱每十贯重 65斤。买一匹绢，需用两万个

小铁钱，重量达 130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政府发行了 

A. 钱引        B. 交子         C. 飞钱           D. 会子 

7. 清代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全卷长达 1225厘米，它完整地描绘了 18 世纪古城苏州的市井风情。画中仅

客货船只就 400余只，各种可以辨认的商号招牌 200余块。这体现了 

A. 苏州商品经济繁荣             B. 农村集市贸易兴起 

C. 出现地域性的“商帮”           D. 政府加强控制商业 

8. 明朝时，太湖地区出现大量“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家庭；苏州盛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尽逐丝绸之利”；

松江地区男女几乎均以棉织为业；景德镇有制瓷窑 1000多座。综合分析上述现象说明 

A. 地区性社会分工明显          B. 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 

C.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D. 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9. 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被刻作 等不同形状，这些田字的形状特征可以用于研究 

A. 井田制       B. 分封制       C. 均田制         D. 郡县制 

10.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基于此言论,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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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农商并重     B. 重农抑商     C. 农本商末       D. 闭关锁国 

11. 统治者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其主要影响有 

①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②失去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契机 

③避免了西方的殖民侵略          ④阻碍了中外民间的贸易往来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12.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A. 对黄金、香料的狂热追求      B.《马克·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 

C. 传统商路被奥斯曼帝国控制     D. 工业革命需要大量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来源:Z_xx_k.Com] 

13. 十五六世纪的欧洲航海家们为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路纷纷开始探险，下列 4位航海家率先到达亚洲的是 

A. 哥伦布     B. 迪亚士       C. 麦哲伦           D. 达·伽马 

14. 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飞涨，一般生活用品上涨了 4倍多，粮食价格上涨了 5倍多，在欧洲其他地区物价也上

涨了 2倍左右。这一现象导致了 

A. 西班牙成为世界霸主           B. 资产阶级实力上升 

C. 封建主力量得到加强          D. 欧洲普遍陷入贫困 

15. 有历史学家指出：“大西洋一直是一道栅栏，一个终点。但在 1500年左右，它一变而成为一座桥梁，一个

启程之地，其巨大的影响波及各方。”此变化源于 

A. 西欧发生的“商业革命”         B. “海上马车夫”荷兰沟通世界 

C. 蒸汽轮船用于远洋航行         D. 葡萄牙和西班牙支持的海上探险 

16. 一艘名为“克拉克”的葡萄牙商船，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船上发现了大量吸收了西洋风格的中国青花瓷

器，但荷兰人不知瓷器的产地，便以“克拉克瓷”命名。这一事件可能发生在 

 

图 1  克拉克瓷青花八宝纹大盘 

    A. 12、13世纪 

    B. 14、15世纪 

    C. 16、17世纪 

    D. 18、19世纪 

17. 英国世界殖民霸权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先后打败了 

A. 西班牙、荷兰、法国   B. 西班牙、法国、德国 

C. 荷兰、葡萄牙、美国   D. 法国、葡萄牙、荷兰 

18. 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原因是 

①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②拥有大量资本和自由劳动力 

③手工工场时期的技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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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广阔的海外市场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9. 下表是英国原棉进口量和棉布产量的变化情况表，据此可以认为 

时间 英国原棉进口量 英国棉布产量 

1785年 0.11亿磅 0.4亿磅 

1850年 5.88亿磅 20.25亿磅 

    A. 棉纺织业是英国的支柱产业    B. 英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降低 

    C. 工业革命促进生产能力提高   D. 英国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增加 

20.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推动石油开采业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产生的直接原因是 

    A. 化纤制品投入生产            B.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 

    C. 诺贝尔发明炸药              D.垄断组织的积极推动 

21.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媒介是 

    A. 威力巨大的炮舰              B. 物美价廉的工业品 

    C. 先进的通讯手段             D.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22. 图 2是德国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展出的世界第一辆汽车，它是由卡尔•本茨在 1886年独立制

成，这部车的动力装置是 

 

图 2 

    A. 汽油内燃机                 B. 蒸汽机 

    C. 柴油内燃机                 D. 发电机                            

23.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是 

    A. 主要发生在轻工业领域   B. 科学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 

    C. 重大发明来自传统工匠   D. 英国的工业发展一枝独秀 

24. 图 3某同学的历史课堂笔记。其内容所对应的历史时期是 

 

图 3 

A. 鸦片战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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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C. 甲午中日战争 

D.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 

25.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下列企业中体现这一思想

的是 

A. 汉阳铁厂                     B. 轮船招商局 

C. 江南制造总局               D. 发昌机器厂 

26. 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后仅 3年，外国轮船公司就损失了 1300万两白银；湖北官办织布局开工后，江南海关

每年洋布进口减少 10万匹。这一现象说明洋务派企业的兴办 

A. 使中国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   B. 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经济侵略  

C. 激化了中国同外国列强的矛盾    D. 取代了外商企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27.《闽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福州周围农村生产很多马铃薯，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这种

现象说明[来源:学科网 ZXXK] 

A. 马铃薯在清朝末年传入福州地区  B. 福州的农业生产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 

C. 福州成为中国农业的最发达地区  D. 清政府支持福州地区的农业产品出口 

28.在 1895至 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 55家，年均 13. 75家；而 1904至 1910年间，新设

厂投资万元以上者 276家，年均 39. 4家，是前者的 2. 87倍。造成 1904—1910年工业增长加快的原因是 

A. 《马关条约》允许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B. 清政府开始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C. 清末新政鼓励创办近代工业 

D.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对华经济侵略[来源:学科网 ZXXK] 

29. 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发展较快的行业是 

A. 纺织业       B. 冶金业       C. 交通运输业     D. 机器制造业 

30.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并存的经济成分有 

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②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③洋务企业  ④外国资本主义企业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31.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我国基本建立的标志是 

A. 第一届人民政协通过《共同纲领》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C.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     D.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32. 中共八大提出的主要任务是 

A.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B. 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 

C.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D.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3. 英国《金融时报》：“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企业有三次创业的高潮点，分别是 1984年、1992年和 2001年。”

催生 1992年创业高潮点的动因是 

A. 创立 4个经济特区                 B. 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 

C. 开放开发上海浦东                 D.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34.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民谣：“过去是喊破嗓子打烂钟，出工最早九点钟。现在不用队长叫一声，上工天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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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点了灯。”这一变化缘自 

①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变化          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③基层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          ④农业合作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A. ①②           B.①③          C.③④           D. ②④ 

35. 流行语反映了时代及其精神的变迁。下列流行语在中国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①“实业救国”    ②“改革开放”  

③“互联网+”     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A. ①②③④      B. ①④②③     C. ③④①②      D. ④①②③ 

36. 1979年前，“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到 1979年，凤阳

全县粮食产量比 1978年增长 49%，卖给国家粮食 4450万千克。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A. 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B. 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C. 系统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D.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7. 1984年开始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A. 实行政企分开               B. 允许私人办厂 

C. 多方吸收外资            D. 增强企业活力 

38. 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的过程是 

①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②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③设置经济特区      ④开放内地省会城市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①   C. ③①②④   D. ④①②③ 

39. 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水上航运公司是 

A. 福州船政局     B. 轮船招商局     C. 太古轮船公司     D. 耶松船厂 

40. 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架设于 

A. 上海    B. 北京    C. 天津         D. 台湾 

41. 清末的一首竹枝词写道：“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风行四海闻。振聩发聋权力大，万般提创总由君。”对该

词的恰当解读是 

A. 当时报刊言论不受限制                B. 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C. 报纸宣传反映社会生活                D. 报纸的社会功能已被认知 

42. 戊戌变法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打油诗说：“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势先融化，说道莲

钩六寸长。”对该诗，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诗中涉及服装改革和不缠足两种社会现象  ②当时女子缠足现象已杜绝 

A. ①②都正确           B. ①②都不正确      

C. ①正确②不正确          D. ①不正确②正确   

43. 关于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①轮船招商局  ②唐胥铁路建成  ③中国第一架飞机诞生  ④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A. ①②③④        B. ②①③④        C. ②①④③        D. ①②④③ 

44. 20世纪 2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清洁工停下了手中的活，两眼紧盯着自动报价机……一个能说

会道的股市评论员正在讲述一名护士用病人给的小费赚了 3万，一个牧场主每天买卖数千股股票。” 这种现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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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 

A. 市场虚假繁荣                     B. 工业生产过热 

C. 股票投机盛行                     D. 经济危机爆发 

45. 1929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A. 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大国      B. 美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C. 资本主义国家利害相一致         D.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形成 

46. 罗斯福新政首先开始于 

A. 整顿财政金融     B. 加强工业指导     C. 调整农业政策    D. 进行社会立法 

47. 下列属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是 

A. 实施计划经济体制                   B.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C. 纷纷提高关税壁垒                   D. 开始奉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 

48. 1930年，美国通过法案提高进口关税。这一行动引起连锁反应，各国纷纷调高关税。这反映了经济危机爆发

后，西方国家 

A. 一致提高关税，共度难关              B. 设置关税壁垒，转嫁危机    

C. 整顿财政金融体系，扩大内需          D. 实行国家干预，限制出口 

49. 1933年，美国政府购买并屠宰了大量牲畜。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是 

A. 增加肉类储备                       B. 缓和农场主之间的竞争    

C. 减少农业开支                       D. 提高并稳定农产品的价格 

50.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名言是出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之口，他从上世纪 50年代

后期开始，创立“货币主义”理论，大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公开与凯恩斯主义唱反调。1976年，他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能被认可，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列关于该理论产生背景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国家大力干预经济的尝试 

B. 20世纪 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状态 

C. 美国经济受到来自西欧、日本的挑战 

D. 一些国家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取得一定效果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50分） 

5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0分） 

    材料一： 

   

【注：耙：碎土、平地；耔：培土】 

材料二：农夫蚤（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纴。多治麻丝葛绪

捆布縿（注：生丝），此其分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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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材料三：1840年后，长江三角洲的村镇无不受到开埠带来的影响。时人有诗：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

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上海）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

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清末史志资料 

材料四：这是一张北京市粮票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一组图出自明朝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分析这组图片，总结归纳图片揭示出的中国古代农

业生产的基本特征。（2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概括小农经济的特点，（3分）并指出其产生条件。（2分） 

 

（3）依据材料中的诗歌，结合时代大背景，分析 19世纪中期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3分） 

 

（4）依据范例，在图片上标出与“计划经济”相关的信息，并写出其特点。（6分）结合所学，说明 90年代粮

票消失的原因。（4分） 

 

52. 铁路的建设发展，关系到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上图是 1980年英国发行的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火车铁路开通 150周年的首日封。纪念的是 1830年史蒂芬孙修建

的，连接港口城市利物浦和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之间的第一条完全用机车牵引的铁路。首日封中描绘了“火箭号”

动力机车、各等级车厢、运羊货车、平板货车、邮车，以及运河附近的田园风光。 

材料二：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

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 

——刘铭传 1880年《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来源:学_科_网 Z_X_X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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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中国铁路兴建情况表（摘编）          单位：公里 

年份 全国里程 平均每年兴建里程 

1912—1927 13040.48 213.89 

1928—1931 14238.86 299.60 

1932—1937 21036.14 1132.88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四：一些闭塞的地区因铁路而活跃，一些古老的城镇因铁路而面目一新。铁路在畅通经济、带动繁荣的同

时还意味着信息的流通、知识的传播，意味着建立“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

助于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惰性”，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首日封纪念的是哪次工业革命的成果？（2分）简述这条铁路修建的作用。（2分） 

 

（2）依据材料二，概括刘铭传的主要观点，（2分）并说出其观点的指导思想。（2分） 

 

（3）依据材料三中的表格，说明民国时期铁路建设的发展趋势，（2分）并指出其发展背景。（2分） 

 

（4）依据材料四概括，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给国民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2分） 

 

53.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6分） 

材料一：1933年 5月通过的《紧急救济法令》，到 1936年止，政府大约支出 30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全国工

业复兴法》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二是由国家举办公共工程，减少失业大军。三是适当提

高劳工地位，改善劳工待遇。1935年提出的《社会保障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障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 

——摘自苗枫林《世界改革史》 

材料二：英国福利政策演进简表 

1601年 

针对英国人口急剧增长，圈地运动发展，社会矛盾尖锐，英国颁布了第一部专

门的济贫法。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

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 

1834年 
通过《济贫法修正案》。不再无条件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救济，贫困劳工得

到救济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工作得到救济。 

1942年 
贝弗里奇报告建议：所有家庭应按统一标准上缴捐款和领取津贴而不受收入的

限制；社会保障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 

1945年 英国工党开始逐步推行贝弗里奇计划。 



 9 / 11 

1946-1948

年 

政府改革保健制度，规定对居民实行免费医疗，建立统一的国家保健制度，使

居民的医疗服务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1948年，艾德礼宣称英国已经是福利国

家。 

1979-1990

年 

撒切尔夫人采取复兴英国经济的政策：严格控制政府财政支出；改革社会福利

制度，削减福利开支；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1986年 
《社会保险法》规定，由政府支付的退休金将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引入个人

退休金计划（个人支付）和就业退休金计划（企业负担）。 

——据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经济通史》 

 

请回答： 

（1）材料一中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有哪些？（4分）罗斯福新政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方式是怎样的？（2

分）目的是什么？（2分） 

 

（2）依据材料二，简述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历程。（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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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答案 

 

第一部分：选择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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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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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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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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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7 48 49 50           

A B B D A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答案 

51.（共 20分） 

（1）基本特征：精耕细作（2 分） 

（2）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3分，答出三点即可

满分）； 

产生条件：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铁农具、牛耕的出现）（2分） 

（3）变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农产品商品化、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3分） 

（4） 

 

在图片上标出与“计划经济”相关的信息，并写出其特点（6分） 

原因：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工农业产品增加，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改善（2分）；经济体制改

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秩序逐渐形成，政府取消了票证供应（2分）。 

52.（共 14分） 

（1）第一次工业革命。（2分）作用：交通运输日益便利，各地联系更加密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得到进

一步发展。（2分，答对两点即可得满分） 

（2）观点：认为修建铁路不仅有利于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巩固国防。（2分） 

指导思想：洋务派“自强”“求富”的主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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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趋势：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有一定的发展， 1932—1937年兴建里程增长较快。（2分） 

背景：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战争威胁日益紧迫。（2分） 

（4）进一步打破了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的束缚；加强了各地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促进了先进观念、知

识技术等传播；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中国近现代进程。（2分，答对两点即可得满分） 

53. （共 16分） 

（1）内容：进行失业救济，推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2分）以工代赈，兴建公共工程等。（2分） 

方式：国家立法（或通过法律形式）。（2分） 

目的：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恢复等。（2分）[来源:Zxxk.Com] 

（2）示例： 

17 世纪因圈地运动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开始无条件实施济贫制度。（2分） 

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贫困的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得到救济。（2分） 

二战后建立起免费医疗和平等的保险制度，英国成为福利国家。（2分） 

20 世纪 70-80年代，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削减政府开支。（2分） 

（能合理划分变化时段，并提取变化的关键信息，或答出从……变为……再变为……再变为……，即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