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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顺义杨镇一中高二（上）期中 

历    史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30 题，每题 1.5 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一项。 

1. 据《史记》记载，最初周王将燕国封给太保召公，但召公位高权重，还要继续留在镐京辅佐王室。于是

太保的长子“克”就代替他，成为第一代燕侯。在北京出土的克岙和克罍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此事。

下列对克盉和克罍两件历史文物认识准确的有（    ） 

   

                     克盉              克罍 

①证明北京已有 3000 多年建城史②为西周的宗法制提供实物佐证 

③展现了周代青铜器的工艺水平④能够印证古代史籍的相关记载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2. 祝岁习俗古已有之。《诗经》云：“称彼兕觥（酒杯），万寿无疆。”汉代岁首，皇帝“大朝受贺”“百

官受赐宴飨”。民间亦在岁首祭祀，其时全家依次列坐，向家长敬酒祝寿。该习俗 

A. 出现于战国并兴盛于汉代 B. 体现礼仪教化与伦理秩序 

C. 植根于我国古代商业文明 D. 仅是官方举行的庆祝仪式 

3. 历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郑国把刑法烧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我国最早的成

文法并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对此分析正确的是

（   ） 

A. “铸刑书”强调道德治国的重要性 B. 春秋之前的古代中国未能以法治国 

C. 《左传》的历史记载一定客观真实 D. 客观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 

4. 下图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的重要内容。据此可知秦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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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管理，以及各类货币折算比例 

◇财务出纳记账方式 

◇官、民间债务偿还办法 

◇官吏享受的物质待遇 

◇官府财务保管和废旧物资的处理 

 

A.重视保护民众私有财产 B. 实行严刑峻法维护统治 

C. 注重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D. 拥有完备国家治理体系 

5. 西汉初期，不定期的派遣御史分行各郡，监察地方官政绩。汉武帝时划分天下为 13 个州部，每州设刺

史，依皇帝制订的《六条问事》监察辖区内豪强、官吏及其子弟。汉宣帝时派使臣“循行天下，存问鳏

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这反映了西汉时期 

①监察方式的不断丰富、完善②刺史的设立不利于中央集权 

③政府扩大了地方的信息来源④政府重视对地方的监察工作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6. 唐朝前期地方行政制度为州县两级制，到唐朝后期，本为监察区划的“道”逐渐成为一级实体行政区

划，地方形成道、州、县三级行政体制。这种变化说明唐朝时期 

A. 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加强 B. 地方行政区划继续完善 

C. 中央政府权威不断削弱 D. 地方政府掌控军政大权 

7. 《唐律疏议》规定，子孙在祖父母、父母尚未去世的情况下，就和祖父母，父母分家单过（如为祖父

母、父母指示则无罪），徒三年……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徒三年。这反映出唐律的主要特点是 

A. 轻罪重刑 B. 礼法结合 C. 细密严苛 D. 条文清晰 

8. 唐代前期中宗、睿宗年间，盛行的“墨敕斜封官”，即由皇帝直接敕封，而未经过中书省“宣署申覆”

（拟定并盖印）及门下省复审与吏部铨选。由于这类官员告身（任命状）是斜着从侧门交付中书省执行，

且其上所书“敕”字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不一样)，故得名。对此的认识是（   ） 

A. 三省分权体制取代皇权专制 B. 皇帝突破制度约束以打击藩镇势力 

C. 当时科举制度存在严重弊端 D. 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运行程序违制 

9. 北宋中期，各地知州积极修建亭台馆榭以供民众游玩，甚至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欧阳修《丰乐亭

记》载：“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范仲淹曾在名胜“严子陵钓台”边修建先贤祠堂以

“咏其风”，认为这样“有大功于名教”。上述材料佐证了北宋（   ） 

A. 注重推行社会教化 B. 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 

C. 鼓励文学艺术创作 D. 实行崇文抑武的方针 

10.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南宋年间一出典人（卖主）想在土地典出多年后以原价赎回，而当时货

币（法定交易要求使用纸币）已经大为贬值，土地拥有者不同意，因而成讼。法官胡颖认为“法意、人

情，实同一体”，最终判决出典人以出典时的铜钱赎回。上述史料说明（   ） 

A. 当时纸币保值效果要高于铜钱 B. 法官司法审理中注重礼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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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撰书作者并不认可法官的判决 D. 反映了南宋法制状况混乱不定 

11. 明代继承前代“以例辅律”的传统。律一经颁行，即成定制，因而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故朝

廷不得不大量增补各类“例”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将六部办定的“成案”提升为“现行则例”。此

举 

A. 提升了社会治理的能力 B. 杜绝了司法腐败的可能 

C. 确保了审判结果的公正 D. 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12.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前均立有戒石碑，上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易虐，上天难欺”。州县官坐堂

时抬头即可看到上述文字。戒石碑的用是（   ） 

①警示官吏奉公守法②借助道德约束吏治③有效杜绝贪赃枉法④保障监察严密有效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13. 以下材料为四位皇帝的一日政务节录，按朝代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至前殿，由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官员依次奏事 

②告诫军机处切勿泄密 

③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 

④引见俘获的突厥颉利可汗，诸蕃君长奉上“天可汗”尊号 

A. ③①④② B. ③④①② C. ③④②① D. ④③①② 

14. 读下图，判断发生在下列各地的历史事件，搭配正确的是（    ） 

 

A. ①——王安石变法 B. ②——北魏孝文帝迁都于此 

C. ③——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 D. ④——楚国吴起变法 

15. 与下面一幅地图所示朝代相对应的治国主张，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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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礼法并用、乡约教化、独尊儒术 B. 乡约教化、严刑峻法、独尊儒术 

C. 严刑峻法、尊崇儒术、乡约教化 D. 礼法并用，尊崇儒术、乡约教化 

16.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容之一，即主张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要经过军政、训

政、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步骤，才能实现最后的目标，即（   ） 

A. 政党政治 B. 法律治国 C. 主权在民 D. 平均地权 

17.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台了《考选委员会组织法》《典试委员会组织法》《公务员任用法》《公务贯考

绩法》等一整套文官考试任用、俸禄发放、奖惩与考核的法律。这表明当时的公务员制度（   ） 

A. 较为系统完善并得以全面实施 B. 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 

C. 选官制度化并杜绝了腐败现象 D. 组织严密保证了政府的效能 

18. 下表是某同学整理《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一课的学习笔记，其中史实与结论对应正确的一

项是（   ） 

 史实 结论 

A 1905 年，清政府决定自 1906 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学堂选官制度由此设立 

B 1913 年，北洋政府颁布《文官考试法草案》 女性参加文官考试的开始 

C 1929 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考试法》 标志着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 

D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标志着公务员制度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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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下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时期政权组织结构示意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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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领导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②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③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④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权力机关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20. 下表关于新中国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史实与史论，对应关系准确的是（   ） 

 史实 史论 

A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B 1982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C 社会涌现出王进喜、焦裕禄等大批全国劳动模范 “五讲四美三热爱”取得突出成效 

D 中共十八大提炼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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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如表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时，着力

于 

通过年份 文件名称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200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005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2005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A. 加强政治制度建设 B.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C. 探索民主管理机制 D. 完善相关法制体系 

22. 关于古代到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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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6 世纪编撰完成的《罗马民法大全》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 

②在罗马法的基础上，英国和法国分别发展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③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立法和行政独立并强调个人权利 

④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不仅强化了教会的控制，也具有一定教化功能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23. 下图是一处古代雅典剧场遗址。观剧是古代雅典公民的集体活动，剧作家会敏锐地抓住公民群体所普

遍关心的问题，将城邦政务、社会矛盾等融入剧情；戏剧开演前，会把为国捐躯公民的子女请到剧场里的

荣誉座席；观看戏剧的公民“一个挨着一个，胳膊碰着胳膊、腿碰着腿，情感会在他们之间流动”。下列

对古代雅典观剧活动的解释，正确的是 （   ） 

 

A. 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 B. 增强了雅典公民的归属感 

C. 说明所有雅典居民是平等的 D. 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融 

24. 1215 年，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其中第 39条明确了“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

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由此可见《大宪章》的颁布（   ） 

A. 否定了封建主的特权 B. 一定程度限制了王权 

C. 奠定君主立宪制基础 D. 推动专制王权的产生 

25. 英国议会最初由封建教俗贵族组成，旨在协助国王解决财政困难。1265 年骑士和城市市民代表首次参

加议会，并于 1341 年起单独议事，最终组成议会下院。通过议会，国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金钱和人力

的支持，而议会亦可向国王提出请愿。关于中世纪英国议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国王可不经议会同意而加征新税 B. 下院形成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建立 

C. 城市市民是国王联合的重要对象 D. 贵族通过议会掌握了国家行政权 

26. 这是 18世纪某国宣布建国时颁布的法律文件，以下对这一文件的分析，正确的有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

世界各国之间，接受自然法则和自然界的造物主的旨意赋予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

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A. 宣扬了权力制衡，对未来社会提出政治构想 B. 扩大了议会权力，标志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C. 提出了自由平等原则，猛烈冲击了君主专制 D. 体现了人民主权思想，宣告北美殖民地独立 

27. 19 世纪英国经历了三次议会改革，对此认识准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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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年 重新分配议席并修改选民资格，工业资产阶级大体获得选举权 

1867 年 降低选民财产资格，除矿工和农业工人外，工人阶级大多得到选举权 

1884—1885 年 基本实现成年男性的普选权 

 

A. 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建立 B. 工业革命推动了议会改革 

C. 标志着文官制度的确立 D. 英国民众普遍获得选举权 

28. 《拿破仑法典》体现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等， 随着拿

破仑军事征服范围扩大，《拿破仑法典》推广到被征服地区。这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有（    ） 

①建立起近代外交制度    ②打击了欧洲国家封建制度 

③传播了自由平等思想    ④促进了各国民族意识觉醒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29. 西方国家在文官的选用、职责、晋升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其共同特点是 

①考试录用  ②政治中立  ③与执政党共进退  ④终身常任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30.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独立后,他提出全体人民无一例外地平等享有参加国家政治

生活的实际权利；批评了孟德斯鸠关于立宪君主制的优越性以及共和政体在性质上适合领土较小国家的观

点，认为土广民众的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共和制；主张除一部分必须由联邦政府集中的权力以外,应当

把国家权力分散到地方各级政府。下列对于托马斯•杰斐逊上述主张的理解，正确的是（   ） 

A. 继承发展了启蒙思想 B. 否定了孟德斯鸠的主张 

C. 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 D. 保障了全体居民的权利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4 题，共 55 分。 

31.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材料一  以下是有关尚书的史料 

出处 史料 

《汉官答问》 
汉初以丞相总天下事，尚书不过少府（九卿之一）属官，治文书而已。武帝时……臣

下章奏上尚书，尚书进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 

《后汉书·仲

长统传》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自此以来，

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通典·取官

典》 
（曹）魏置中书省，有监、令（中书省官职）。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 

《朱子语类》 
唐制：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若可行，

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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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级向三级的转换，二级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理地区

过多，负担较重，于是增设州等层级，协助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但增设的层级，往往容易变成实际

的一级行政区，引发割据问题。 

宋代的统治者发展了“虚三级”的体制，即路、州、县三级。路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

官 与州牧、藩镇节度使不同，路一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在州之上，不

存在单一的行政区划，比如这个州的帅司、漕司、宪司是属于某一路的，而它的仓司属于另一路，这虽然

容易造成管理的复杂和混乱，但是不容易导致地方长官权力过于集中；州可以不通过路直接向中央奏事。

宋代地方制度的设计，体现了“防弊”与“分权”的原则，使宋代的地方政府虽是三级制，但没有造成东

汉末、唐后期地方割据的情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述从汉至唐尚书职权的演变，并谈谈你对这一演变的理解。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角度，分析宋代的路与汉代的州、唐代藩镇的异同。 

32. 文官制度是古今中外重要的用人制度。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天下为家，各亲其

亲，各子其子，货力

为己；大人世及以为

礼。—《礼记》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宗室非有军

功论，不得为属籍。

—《史记》 

范晔论曰：“汉初，诏举贤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

才，斯亦贡士之方也。”—

《文献通考》 

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

之制，郡置中正，平次

人才之高下，各为辈

目。—《太平御览》 

① ② ③ ④ 

材料二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的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

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

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

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文官选拔的作用。 

材料三：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党分肥”制度。执政党大肆使用本党人士担任公职，这

不符合“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整个阶级的统治，而非一派统治”的原则。由于每次随选举而共进退，致使官

吏大换班，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人才由于党派不同而不能服务于社会。一些官员认为作为战利品的权

力到手，不用更待何时，例如纽约一名由格兰特总统任命的官员竟然滥用公款 5000 万到 1 亿美元。 

文官制度的建立，将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实

现，使资产阶级代议制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文官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摒弃了对权势的依附

关系，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体现了“机会均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政

治原则的发展，各国公务员法均规定：不得以性别、种族、信仰、阶级为理由而拒绝公民担任公职。 

——摘编自杨明《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的历史作用》 

（2）依据材料三，简析 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分肥”制度存在的弊端。结合文官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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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官制度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 

33.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同国家法律的发展建设是不同的。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在 1800 年的美国大选中，当任总统、联邦党人亚当斯落选，共和党候选人杰弗逊当选为新总统，但

要到 1801 年 3 月 4 日才能正式就职。 

1801 年 1 月，当任总统亚当斯任命 42 名联邦党人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3 月 3 日，参议院批准

了任命，亚当斯总统连夜签发了对这 42 名法官的委任状。但由于过于匆忙，有几件委任状未能及时送

出。 

3 月 4 日，新总统杰弗逊就职。为了防止对立党派的人就职，他一上任便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发

了这些尚未发出的委任状。马伯里就是被扣发委任状的人之一。 

为此，马伯里对麦迪逊提起诉讼，依据国会通过的《1789 年司法条例》第 13 款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向

麦迪逊发出执行命令，发给他委任状。但根据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对此案的初审受理权，马伯里

应当去联邦地方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 年司法条例》第 13 款，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

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因此，法官宣布：《1789 年司法条例》第 13 款违宪，予以

取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确立了最高司法机构解释宪法的权威。 

——摘编自王妹苏 顾盈颖《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从“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角度，对上面的案例做出历史解释。 

材料二  1979 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剧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 年，随着

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

于是 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

定。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 2020 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2）依据材料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民法典的认识。 

34. 政权建设。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

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

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

民主主义”。为了体现工农当家作主、自己管理国家的原则，苏维埃政权突出地抓民主政治建设，在组织

上、制度上和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创新。 

——舒龙、凌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 

材料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1941 年 5 月 1 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

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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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

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摘录（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依据上述材料，结合历史背景，评述 20 世纪 30 到 50 年代中共领导的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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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30 题，每题 1.5 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一项。 

1. 【答案】D 

【详解】本题是组合选择题。时空：西周时期（中国）。结合所学内容可知，西周时期的燕国建立于公元

前 1044 年，距今约 3000 多年，而燕国的都城为蓟，即今天的北京地区，由此说明北京已有 3000 多年的建

城史，①正确；根据“在北京出土的克岙和克罍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此事”可知这两件青铜器记载了

“克”成为第一代燕候的史实，因此是为西周的分封制提供了实物佐证，而非宗法制，②错误；这两件青铜

器实物可以展现西周青铜器的工艺水平，上面的铭文也可以印证古代史籍的相关记载，③④正确。故选 D

项。 

2. 【答案】B 

【分析】 

【详解】由材料可知，祝岁习俗由来已久，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很重视，通过举行各种仪式来体现对君主

或长辈的敬意与美好期盼，体现了通过节庆礼仪进行教化和对伦理秩序的认同，B 项正确；由材料中《诗

经》的记述可知，该习俗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排除 A 项；该习俗植根于我国古代农耕文明，排除 C 项；

由材料可知，祝岁习俗并不仅是官方举行的庆祝仪式，在民间也有，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3.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郑国把刑法烧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并

向全社会公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等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所述“铸刑书”

打破奴隶主贵族对于法律的垄断，将成文法公布于众，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客观上反映了春秋时期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D 项正确；“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的书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执行，没有强调道德治国的重要性，排除 A 项；“铸

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的书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有利于限制奴隶主贵

族的特权，但不代表春秋之前的古代中国未能以法治国，排除 B 项；《左传》，旧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著，

近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是研究历

史的重要文献，但不能表述为“记载一定客观真实”，并且《左传》内容的真实性不是材料主旨内容，排

除 C 项。故选 D 项。 

4. 【答案】C 

【详解】根据“货币管理”“财务出纳记账方式”“官、民间债务偿还办法”“官府财务保管和废旧物资的处理”

等信息可知，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管理，说明秦朝注重维护社会经济秩序，C 项正确；“货币管理，以及各

类货币折算比例”与保护民众私有财产无关，排除 A 项；材料无法体现严刑峻法，排除 B 项；D 项“完备”

表述不准确，仅从秦朝的部分经济管理措施，不能说明“拥有完备国家治理体系”，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答案】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地方设置十三部刺史，代表中央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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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因此②错误，ABC排除；从汉初不定期的派遣御史分行各郡到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可知西汉时期

的监察方式不断完善，①正确；材料“依皇帝制订的《六条问事》监察辖区内豪强、官吏及其子弟”体现

的是汉朝通过刺史制度扩大了皇帝对地方了解的信息来源，③正确；通过西汉政府对地方监察机构的设

置，可知政府重视对地方的监察，④正确，因此 D 正确。故选 D。 

6. 【答案】B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唐朝的地方制度由州县两级制到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说明的是地方行政区划的不

断完善，B 正确；材料未涉及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A 排除；道一级的行政区划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力有所加强，C 排除；D 与材料无关，排除。故选 B。 

7. 【答案】B 

【详解】根据《唐律疏议》的内容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和伦理关系相结合，变相的要求子孙服从长辈，这

体现了礼法结合的特点，B 正确；轻罪重刑在材料中并未体现，排除 A；法律细密严苛至少在范围上呈现

出宽广，涉及方方面面，而材料中仅仅涉及子孙分家单过或者诈称祖父母，父母死遭受处罚，不能体现出

法律的细密严苛特点，C 排除；D 与题无关，排除。 

8.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墨敕斜封官”“由于这类官员告身（任命状）是斜着从侧门交付中书省执行，且其上所书

‘敕’字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不一样)”和所学知识可知，墨敕斜封官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

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是皇权专制下的产物，墨敕斜封官是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运行程序违制体现，D 项正

确；A 项说法错误，三省分权是削弱相权，加强皇权，排除 A 项；“墨敕斜封官”是非正式的中枢机构，不

是打击藩镇势力，排除 B 项；隋唐的科举制在整体上来说是比较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与材料无关，排

除 C 项。故选 D 项。 

9. 【答案】A 

【详解】北宋中期地方官员注重修建亭台馆榭以供民众游玩，根据材料“夫宣上恩德”“有大功于名教”，

这说明当时地方官员修建亭台馆榭的目的是通过这些公共建筑来推行社会教化，A 项正确；材料内容与经

济控制无关，排除 B 项；上述举措与文学创作无关，排除 C 项；通过修建亭台馆榭无法看出崇文以抑武的

方针，排除 D 项。故选 A项。 

10.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南宋时期，法官在审理土地专卖纠纷时，秉承法意、人情一体原则，说明当

时的法官在司法审理中注重礼法结合，B 项正确；当时纸币保值效果要高于铜钱与“（纸币）已经大为贬

值”不符，排除 A 项；材料只有事实陈述，并未体现作者对法官判决的态度，排除 C 项；材料不足以说明

南宋法制状况混乱不定，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1. 【答案】A 

【详解】据题意可知，明代颁行了大量的“例”以弥补“律”的不足，由此说明此举是在调整社会的治理能力

高，A 项正确；“杜绝”的说法过于夸张绝对，排除 B 项；这一做法不一定能够确保审判结果的公正，排除

C 项；这一做法实际上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2.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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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清代政府用戒石碑时刻提醒地方官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易虐，上天

难欺”，强调不可虐民、欺民，其作用在于，警示官吏奉公守法，借助道德约束吏治，说法①②符合题

意，A 项正确；有效杜绝贪赃枉法的说法太过绝对，戒石碑并不能保障监察的严密有效，说法③④不符合

题意，排除与之组合的 BCD 三项。故选 A 项。 

13. 【答案】B 

【分析】 

【详解】由材料“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官员依次奏事”及所学知识可知，①中涉及的官职出现在

宋朝，所以①是宋朝；由材料“告诫军机处切勿泄密”及所学知识可知，军机处设立于清朝雍正帝时期，所

以②是清朝；由材料“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及所学知识可知，“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

的政策，所以③是西汉；由材料“诸蕃君长奉上‘天可汗’”及所学知识可知，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所

以④是唐朝；所以按朝代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③④①②，B 项正确；因为④在①之前，排除 A 项；因为①在

②之前，排除 C 项；因为③在④之前，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4. 【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明朝时期。结合所学内容可知，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是在明朝时期，明朝的都城位于北京，即图中

的③处，C 项正确；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时期，当时北宋的都城是今天的开封，并不是图中的①处，排除

A 项；北魏孝文帝是迁都于洛阳，而非图中的②处，排除 B 项；吴起变法是楚国，楚国的都城在今天的湖

北地区，与④处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5. 【答案】C 

【详解】第一幅是秦朝，第二幅是汉朝，第三幅是清朝，秦朝以法治国，强调严刑峻法，汉朝自汉武帝开

始尊崇儒术，清朝用乡约教化百姓传播儒家思想，故选 C 项；礼法并用是汉朝的治国理念，与第一幅秦朝

并不对应，排除 A 项；乡约教化是清朝的治国理念，与秦朝并不对应，排除 B 项；礼法并用是汉朝以后的

治国主张，并不是秦朝的理念，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6.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民主革命从发

轫到完成的程序，具体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是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整体发展战略

的宏观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程序”论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实现主权在民，C 项正确；材

料没有涉及政党政治，排除 A 项；法律治国是手段，不是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目标，排除 B 项；平均地

权是民生主义，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7. 【答案】B 

【详解】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整套文官考试任用、俸禄发放、奖惩与考核的法律，这表明当时政府公务

员制度进行了制度化法律化的探索，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B 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当时的公务员

制度是否并得以全面实施，排除 A 项；“杜绝了腐败现象”的说法过于绝对,，且与史实不符，排除 C 项；材

料无法体现当时的公务员制度保证了政府的效能，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8.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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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通过阅读表格，结合所学可知，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

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形成，D 项正确；学堂选官制度正式设立的标志是 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

章程》，排除 A 项；女性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是在 1929 年国民政府公布《考试法》以后，排除 B 项；文官考

试制度建立的标志是，1913 年北洋政府颁布《文官考试法草案》，排除 C项。故选 D项。 

 

19. 【答案】C 

【详解】根据示意图并结合所学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这一时期的最高

权力机关，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在 1949～1954 年，这一时期中国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

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①④正确，C 项正确；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新中国实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排除②，排除 AB 项；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排除③，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0. 【答案】D 

【详解】中共十八大提炼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聚精神力量，D 项正确；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形成，排除 A 项；1954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排除 B 项；全

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涌现出王进喜、焦裕禄等大批全国劳动模范，“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改革开放后

群众精神文明建设最响亮的口号，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1. 【答案】D 

【详解】材料中的法律文件体现的是中国注重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的相关法制的

完善，D 正确；ABC 与材料无关，未涉及，排除。故选 D。 

22.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6 世纪编撰完成的《罗马民法大全》确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正是在

罗马法的基础上，英、法两国分别发展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同时负有强化教会控制

和教化功能，说法①②④符合题意，B 项正确；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司法权独立，并非行政权

独立，说法③不符合题意，排除与之组合的 ACD 三项。故选 B 项。 

23. 【答案】B 

【详解】归属感，是个体与所属群体间的一种内在联系，是某一个体对特殊群体及其从属关系的划定、认

同和维系，归属感则是这种划定、认同和维系的心理表现。材料“剧作家会敏锐地抓住公民群体所普遍关

心的问题，将城邦政务、社会矛盾等融入剧情；戏剧开演前，会把为国捐躯公民的子女请到剧场里的荣誉

坐席。”中雅典城邦的做法是让更多的公民看到雅典城邦是怎样对待为国捐躯公民的子女的，是宣扬雅典

公民与雅典的一种内在联系，这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城邦公民积极参军维护城邦利益，培养公民的集体意

识，增强雅典公民的归属感，材料“观看戏剧的公民‘一个挨着一个，胳膊碰着胳膊、腿碰着腿，情感会在

他们之间流动’。”正是这种归属感增强的表现，B 项正确；剧场也不是雅典公民行使权力的地方，观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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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雅典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排除 A 项；雅典公民指雅典本帮成年男性，是雅典的少数人，与雅典

居民不是一个概念，排除 C 项；观剧是古代雅典公民的集体活动，与其他民族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4.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

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和所学知识可知体现了王在法下，一定程度限

制了王权，B项正确；材料没有否定了封建主的特权，排除 A 项；《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排除

C 项；《大宪章》限制了王权，不是推动专制王权的产生，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5.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可以看出英国议会下院形成的过程，其主要构成成员是城市市民和骑士，而且议会下院

逐渐独立议事，一定程度上支持国王，这说明当时的城市市民和国王实现了联合，C 项正确；国王不经议

会同意不得增加新税，排除 A 项；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标志英国君主立宪制建立，排除 B项；英国下

议院的成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议会，而且当时的贵族议会并未掌握国家行政权，排除 D项。故选 C

项。 

26.【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和所学知识可知，该

内容出自《独立宣言》，体现了人民主权思想，宣告北美殖民地独立，D 项正确；A 项与启蒙运动有关，排

除；B 项与英国《权利法案》的颁布有关，排除；美国没有经历封建社会，没有君主制，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7. 【答案】B 

【详解】根据题干在 1832 年，1867年和 1884 至 1885 年英国经历了三次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取得选举

权，工人阶级大多取得选举权再到成年男性取得普选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根据唯物史观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所学知识可知其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的推动，B 项正确；标志着君主立

宪制确立的是 1689 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排除 A 项；题干和文官制度没有关系，排除 C 项；题干中只

是基本实现了成年男性的普选权，女性普选权还没有实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8. 【答案】C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拿破仑法典》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契约自

由原则伴随着拿破仑军事征服的扩大推广大被征服地区，因为传播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打击了欧洲国家

的封建制度，传播了自由平等思想，②③符合题意，因为拿破仑对其他国家为军事征服，促进了各国民族

意识觉醒，②符合题意，C 项正确；建立起近代外交制度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①不符合题意，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29.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现代文官作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

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依法办事，廉洁奉公，遵守纪

律，严守机密，不得经商和兼职，保持文官应有的形象等。③错误，ACD 排除；①②④均是近代西方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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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特点，B 正确。故选 B。 

30.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全体人民平等享有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权利”、“建立共和制”以及“把国家权力分散

到地方各级政府”可知杰斐逊的政治思想包括全体人民是平等的、建立民主共和制及反对君主制、限制中

央政府的权力等，结合所学可知，这些主张和启蒙思想一脉相承，同时杰斐逊还批评了孟德斯鸠的部分观

点并提出相应主张，这是对启蒙思想的发展，A 项正确；杰斐逊只是对孟德斯鸠部分主张的批评，且认可

并运用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原则，既有批评也有认可，排除 B 项；材料只是介绍杰斐逊的政治思想和主

张，没有涉及确立现代民法体系的内容，排除 C 项；材料不能得出杰斐逊的主张是否实践或者实现了保障

全体居民权利的成效，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4 题，共 55 分。 

31. 【答案】（1）

演变：西汉初年，延续秦朝三公九卿制度，尚书只是管理文书的官员，地位不高。汉武帝时，设立中朝，

尚书开始参与决策，地位上升。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尚书权力在三公之上。三国时

期，设立中书省，尚书的权力开始受到削弱。隋唐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其中尚书省为执行机构，与中

书省、门下省相互牵制。 

理解：尚书职权的起落，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专制皇权的加强；同时也反映出历代不断总结

经验，改进官制，使中央行政制度日趋成熟、完备。     

（2）相同：都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初设（或最初

的）时都协助中央对地方管理。不同：汉朝的州、唐代藩镇都有单一的行政区划，其长官掌握了行政权和

领兵权，导致地方割据。宋代的路不是单一的行政管辖；设立了四个平行的机构，地方权力被分割，有利

于加强中央集权。 

【小问 1 详解】 

本题是特点类、对比类、列举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汉至唐（中国）。第一小问演变：据材料一“尚书不过

少府（九卿之一）属官，治文书而已”可知，西汉初年，延续秦朝三公九卿制度，尚书只是管理文书的官

员，地位不高。据材料一“尚书进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可知，汉武帝时，设立中

朝，尚书开始参与决策，地位上升。据材料一“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虽置三公，事归

台阁（尚书台）”可知，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尚书权力在三公之上。据材料一“魏置

中书省，有监、令（中书省官职）。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可知，三国时期，设立中书省，尚

书的权力开始受到削弱。据材料一“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

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可知，隋唐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其中尚书省为执

行机构，与中书省、门下省相互牵制。第二小问理解：据所学知识可知，自中朝到尚书台到尚书省再到三

省六部制的确立，尚书职权的起落，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专制皇权的加强，同时也反映出历

代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官制，使中央行政制度日趋成熟、完备。 

【小问 2 详解】 

本题是对比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汉、唐、宋时期（中国）。相同：根据材料“ 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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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向三级的转换，二级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理地区过多，负担较重，于是增设州等层级，

协助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和材料“路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官，与州牧、藩镇节度使

不同，路一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可知，都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

初设（或最初的目的）时都协助中央对地方管理。不同：根据材料“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级向三级

的转换，……但增设的层级，往往容易变成实际的一级行政区，引发割据问题。”可知，汉朝的州、唐代

藩镇都有单一的行政区划，其长官掌握了行政权和领兵权，导致地方割据；根据材料“路没有统一的行政

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官，与州牧、藩镇节度使不同”可知，宋代的路不是单一的行政管辖；根据材料“路一

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在州之上，不存在单一的行政区划，……这虽然

容易造成管理的复杂和混乱，但是不容易导致地方长官权力过于集中”可知，宋代设立了四个平行的机

构，地方权力被分割，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32. 【答案】（1）作用：促进了官员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选

拔了大量人才；有利于社会的公正公平。     

（2）弊端：只能满足某个政党的利益，而不能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官员随竞选大换班，导致政局

不稳定；人才得不到任 用，影响了行政效率；上台的官员谋求私利，出现腐败现象。 

影响：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文官保持政治中立，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巩固

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文官实行职务常任制度，摆脱了对权势的依附，有利于保障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文官

面向全体公民择优录用，体现了机会均等、平等等政治原则的发展。 

【小问 1 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据材料一“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

放”可得出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据材料一“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可得出有利于社会的公正公平；

据材料一“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

个管理部门”可得出推动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选拔了大量人才；根据所学知识，科举制以分科考试作

为选拔官员的形式，促进了官员素质的提高。 

【小问 2 详解】 

本题是影响类材料分析题。时空是：19 世纪（英国）。第一小问弊端，根据材料“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国

家实行‘政党分赃’ 制度。执政党大肆使用本党人士担任公职，这不符合‘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整个阶级的统

治，而非一派统治’的原则”可知，只能满足某个政党的利益，而不能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根据材料

“每次随选举而共进退，致使官吏大换班”可知，官员随竞选大换班，导致政局不稳定；根据材料“那些具有

真才实学的管理人才由于党派不同而不能服务于社会”可知，人才得不到任用，影响了行政效率；根据材

料“一些官员认为作为战利品的权力到手，不用更待何时”等信息可知，上台的官员谋求私利，出现腐败现

象。 

第二小问影响，根据材料“文官制度的建立，将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了

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实现，使资产阶级代议制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结合所学文官制度的内容，分

析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可知，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文官保持政治中立，一定程度上协调了

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根据材料“文官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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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势的依附关系，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文官实行职务常任制度，摆脱

了对权势的依附，有利于保障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根据材料“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体现了‘机会均等’‘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等政治原则的发展，各国公务员法均规定：不得以性别、种族、信仰、阶级为理由而拒绝公民

担任公职”可知，文官面向全体公民择优录用，体现了机会均等、平等等政治原则的发展。 

33. 【答案】（1）联邦最高法院向麦迪逊发出执行命令，发给他委任状，反映了联邦法律保护个人权力，

不受任命他的总统任期限制；根据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对此案的初审受理权，马伯里应当去联邦

地方法院控告麦迪逊，反映了坚持程序公正，应当先前往地方法院进行控告；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 年

司法条例》第 13 款，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反映出在国家

制度层面始终坚持权力制衡，立法和司法二者独立，最终宣布第 13 款违宪，更是确立了最高司法机构解

释宪法的权威，进一步体现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离。 综上所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起诉原因、控告程

序、宣布违宪都反映了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和对

权力制衡原则的贯彻。     

（2） 历程：改革开放后开始起草民法典；80 年代改革开放深入，颁布民法通则；90 年代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转变，制定相应的单行法；21世纪后，适应全球化需要，加快起草，2017年通过民法总则，2021年正

式实行。 

认识：民法的制定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继承传统法律的积极因素，结合实际有所创新；

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依法治国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 

【小问 1 详解】 

本题为论述题之历史事物阐释题。时空为 1801 年（美国）。根据材料“为了防止对立党派的人就职，他一上

任便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发了这些尚未发出的委任状。马伯里就是被扣发委任状的人之一”“依据国会

通过的《1789 年司法条例》第 13 款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向麦迪逊发出执行命令，发给他委任状”“马伯里应

当去联邦地方法院控告麦迪逊”“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并结合

所学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可知联邦最高法院向麦迪逊发出执行命令，发给他委任状，反映了联邦

法律保护个人权力，不受任命他的总统任期限制；根据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对此案的初审受理

权，马伯里应当去联邦地方法院控告麦迪逊，反映了坚持程序公正，应当先前往地方法院进行控告；如果

最高法院执行《1789 年司法条例》第 13 款，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

的权力，反映出在国家制度层面始终坚持权力制衡，立法和司法二者独立，最终宣布第 13 款违宪，更是

确立了最高司法机构解释宪法的权威，进一步体现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离。 最后进行总结：综上所述，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起诉原因、控告程序、宣布违宪都反映了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对个

人权利的维护，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和对权力制衡原则的贯彻。 

【小问 2 详解】 

本题为特点、认识类材料分析题。时空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小问历程，根据材料“ 1979 年，我国

第三次起草民法典”可知改革开放后开始起草民法典；根据材料“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

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 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

可知 80 年代改革开放深入，颁布民法通则；根据材料“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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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可知 90 年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制定相应的

单行法；根据材料“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 2020 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可知 21 世纪

后，适应全球化需要，加快起草，2017 年通过民法总则，2021 年正式实行。 

第二小问认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并结合所学可知民法的制定要与时俱进，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要继承传统法律的积极因素，结合实际有所创新；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依法治国

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 

34. 【答案】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

宝贵探索与尝试。各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他们

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断

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建设新中国。这

都适应了时代的变化。 

【详解】根据材料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实行工农民主

专政，体现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政权。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

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各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展开土地革命，“打土豪、

分田地”，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持革命。 

根据材料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权。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

针，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建设成效显著。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精兵简政，以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普遍、自由、

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仿照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 

根据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49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

义及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些

变化适应了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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