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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八一中学 2020~2021学年高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历史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50 分）

1.商王乃诸侯之长，方国多系臣服之旧国，关系似邦联、如兄弟：周王乃诸侯之君、天下共主，封

国多系分封之新国，关系似联邦、如父子。这反映出

A. 贵族政治被打破 B. 中央集权建立

C. 血缘关系的弱化 D. 君王权力加强

2.汉武帝时期，全国设立了数十处盐官和铁官，任命懂经营、会管理的大盐铁商孔仅和东郭成阳为

高官，“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致使“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这一做法

A. 造成了局部官商合流 B.改变了重农抑商政策

C 抑制了土地兼并发展 D.推动了民间商业发展

3.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主张“以画为心画”，“不求形似”，鄙弃对事务的如实描摹，不囿于

传统的画理、技法，以意趣为宗，只凭才情性致信笔挥洒。宋代文人画的兴盛得益于

A. 商品经济的繁荣 B.科举制度的完善

C. 科学技术的进步 D.儒家思想的发展

4.明清时期，农业继续发展，棉、麻、桑等作物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但是清朝人口

猛增，经营规模进一步变窄，牛耕普及程度逊于前代，精耕细作越来越偏向“多劳”倾向。这一现象

导致

A. 农产品日趋商品化 B.农业发展停滞

C. 农业难以实现转型 D.人地矛盾突出

5.20 世纪初，文献中使用“绅商”一词时，多分指绅士和商人两类人。但是随着“绅土和商人在新的经

济基础上进一步渗透、融合，有时二者已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变成某种亦绅亦商的、兼具绅、

商特征的独特群体。”这表明

A. 社会结构变动 B. 商人地位提高 C. 自然经济解体 D. 近代工业发展

6.1923 年以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商标与外商注册的商标比例为 1：30，1928 到 1938 年间，中外商

标比例变为 1：4，这反映出

A. 列强侵略的加剧 B.民族工业的发展 C. 自然经济的抵制 D.官僚资本的压榨

7.抗战前，中共在其领导下的地区实行苏维埃制度，全部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

苦民众”。1939 年，《陕甘宁边区选举体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

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之区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反映出，陕甘

宁边区政府

A.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B.推动国共合作实现

C. 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D.实践武装割据思想

8.1953 年至 1955 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的形式是“四马分肥”，即企业在分配利润时，国家

税收占 34.5%，职工福利费占 15%，企业公积金占 30%，资本家红利占 20.5%。这一措施

A. 调动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B.确立了工人对企业的管理权

C. 加快了所有制变革的步伐 D.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9.罗马共和国中后期，统治者被迫给予平民担任执政官的权利，继而平民获得一系列与法律有关的

权利，如平民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等。这说明

A. 平民利益得到一定维护 B.法律服从平民意愿

C. 贵族平民之间矛盾尖锐 D.贵族仍垄断立法权

10.如表德国工业革命发展概况表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铁路（km） 3560 11633 19575

煤炭（万吨） 670 1280 3400

生铁（万吨） 21 67 139

蒸汽动力（万马力） 26 109 248
如表说明当时德国

A. 以重工业带动工业革命 B.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C. 与英国同时实现工业化 D.国家统一推动工业化

11.美国 1789 年宪法修正案中对权利的列举采用的不是肯定语式，而是否定语式，即不准联邦政府

侵犯或剥夺人民这样或那样的权利，而不是说人民拥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这一做法意在

A. 宣扬天赋人权 B. 约束政府权力

C. 保障宪法权威 D. 维护联邦体制

12.新文化运动破坏和扫除了儒学的僵化躯壳及束缚个性的腐化部分。但并没有打倒孔孟之真精神及

其学术，反而推进了“五四”后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这表明新文化运动

A. 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B.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文化

C. 背离了救亡图存的政治轨道 D.推行全盘西化路线

13.蒋介石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中说（1937 年 7 月 17 日）：“我们既是一个弱国，便只有

拼全民族生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表明

A. 国民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 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C. 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D.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4.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是以其矛盾学说为哲学基础的。以“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异”
的非对抗性质为基本前提，以“异”的具体状况为策略根据，以“同”与“异”的发展变化为客观条件，指

导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据此可知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A. 舍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B.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

C. 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D.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

15.有学者认为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更厚实和更成熟，在于制度文明和社会伦理在罗马文明中已经开

始形成，并最终决定着日后西方文明发展的趋势。这说明罗马文明的价值在于

A. 单一政体中的权力制衡原则 B.法律制度的基石作用

C. 改造犹太教而形成了伊斯兰教 D.创造了世界最早的古文明

16.1906 年，孙中山等人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国民革命”，以区别于前人的“英雄革命”。1924
年，国民党在其“一大”宣言中，强调国民革命运动必须联合工农才能取得胜利。这表明

A. 民主革命内涵不断丰富 B.国民革命性质发生变化

C. 孙中山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D.民众的革命觉悟显著提高

17.英国诗人蒲伯写道:“自然及其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都沐浴在光

明之中。”这说明 17 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

A. 颠覆了中世纪神学理论 B.催生了宗教改革浪潮

C. 与基督教精神正面关联 D.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

18.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宜言》中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1875 年德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后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以争取普选权和合法的议会活动为目标。这反

映出德国工人运动

A. 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B.继承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

C. 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D.引领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

19.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将可携带核弹头的“朱庇特”导弹部署在土耳其。但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美国决定撤走“朱庇特”导弹来换取苏联撒走古巴导弹，引起土耳其的不满。这反映了

A. 超级大国主导世界格局 B.美苏矛盾趋于尖锐化

C. “北约” 集团开始分化 D.核战争威胁世界和平

20.美国自独立之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保护主义是其贸易政策的主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税高达

49%。二战后，美国才把自由贸易作为长期的政策来推行。这种变化反映了

A. 美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B.经济实力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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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二战后美苏之间冲突不断加剧 D.世界经济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21.二战后初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常发表关于美国很快将爆发经济危机的文章。马歇尔计

划提出后，苏联经济学家在就该计划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危机的边

缘，一定会不惜代价处理其过剩物资，苏联可从中获益。这表明当时

A. 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 B. 苏联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

C. 苏联尚未认识到美苏深层矛盾 D. 苏联面临经济飞速发展的良机

22.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发表了《格列佛游记》，书中的格列佛游历小人国、大人国、贤马国，发现马

能良好地治理国家，而被称为耶胡的人却丑陋自私，据此可知《格列佛游记》

A. 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的不满 B.揭露了工业革命对人性的摧残

C. 体现了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D.控诉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与落后

23.2017 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一些疑欧主义政党或政治家也发出举行脱

欧公投的声音，如来自瑞典、荷兰、意大利、法国等欧盟老成员国和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新

成员国。这表明

A. 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重创 B.区域集团化的消极影响出现

C. 欧盟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D.各国对欧洲一体化信心下降

24.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计划经济孕育的产物，它既不能充分保证农民的权利，又不

能保证获得起码的经济利益，它已不能有效地刺激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了。该学者认为

A. 制度设计要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B.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利益受损

C.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认土地私有 D.大包干实质是控制农民经济权

25.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重点发展，

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 57 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 616 个中心问题，提出了各

门学科的发展方向。这反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

A. 在科技领域犯有左倾冒进的错误 B.确立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战略

C. 利用计划经济的优势加速科技发展 D.制定全面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战略

二．材料题

26、（25 分）扶贫帮困、改善民生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请阅

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按照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分类定级，对不同程度

的货团者给予不同的教济扶助…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
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

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票

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古人在注重临时性救助的同时，也注重系统性扶持。

仍以宋代为例，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

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如每逢冬春时节，政府一

般会向贫民赐钱、赐衣及赈粜，助其过冬和春耕；对于无力抚养子女的贫民，政府向其发放生育补

贴；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政府也会免除其部分劳役。

——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在贫困及消除贫困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中

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

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开始指引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指出“全国大多

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

到目的”。1955 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后，毛泽东发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即在几年内“使现在还存在的

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

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黄承伟刘欣《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贫困教助思想并分析实行贫困救助的原因。（12
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的反贫困思想的特点。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

今扶贫思想的现实价值。（13 分）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时间 人物 观点

1848
年

徐继畬

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为弱小番部，

朝贡时通。今则胥（全）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码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瀛寰志略》

1872
年

李鸿章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

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

受制于西人。 ——《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1888
年

康有为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

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

——《上清帝第一书》

上表为中国近代以来部分“变局”观。围绕“变局”观，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

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2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3 分）

材料一 1870—1914 年，英国建立了以金本位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作为近代工业中心和殖

民帝国，英国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世界各国贸易结算和贷款往往要靠英镑，英国

是最后贷款人，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的货币政策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关系，

英格兰银行制定了世界利率水平，各国利率随之上下波动；英镑汇票用于世界范围的贸易或成为外

国的替代货币，而英镑利率则由伦敦操纵，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在管理国际金本位制。一战前的国

际货币秩序是金字塔形的格局。弱小国家处于最底层，发达工业国家处于上层，英国则处于塔顶。

一战爆发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 30 年“无体系”时期。

材料二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经济部长冯克最早提出“欧洲经济秩序蓝图”，又称“冯克计划”，欲借

助各国央行间合作，重建贸易货币体系。1941 年，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后发布《大西洋宪章》，谈

及建立防止汇率突然波动的全球性支付体制，并就未来货币组织的基本框架进行谈判，希望通过法

律的形式管理战后经济体系。1945 年，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任美国财长怀特认为，只

有拥有充足保证的美元才有资格担当国际货币的重任，其他货币应该直接与美元挂钩，当然这样的

选择不仅是为了美国，而且还是为了全世界。他自信地提出：“美元是一种伟大的货币，也是唯一实

力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它可能将成为战后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石。”美元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各国

衡量得失后一个理性的体现。

——以上材料摘编自胡斌《“被妖魔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美两国建立国际金融霸权的共同因素。（8 分）

（2）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英美两国主导的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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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历史期末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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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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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A C A A B C A A A C

二．材料题

26.（25 分）（1）思想：综合考察与分类定级；政府救助为主，民间互助为辅；扶贫手段与方式

多样化；临时性救助与系统性扶持相结合。（6 分）

原因：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农民容易贫困；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

响。（6 分）

（2）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导；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明确共同富裕的目标。（6 分）

现实价值：精准扶贫，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扶贫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举，才能从根

本上消灭贫困；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实行多样化扶贫；建立长效扶贫机制，防止贫困现象反复。

（7 分）

27.（12 分）

论题：“变局”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近代中国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阐述：近代以来，英、

法、美、德国家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为

增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侵略扩张。中国依然固守农耕经济，实行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世纪年

代，在亚洲原为中国的朝贡国陆续被迫开放，变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徐继畲的变局

观察觉到这一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冲击，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朝贡贸

易体制被彻底打破，同时西方科学技术也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

方科技以自强。年代末，西方列强侵略进-涉加深，出现了康有为所说的“合而伺我”局面。这一时

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改良维新的主张。

总结：随着近代中西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的逆转，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国近代出现了各

种变局观念。

（“示例”仅作参考，学生可从“变局”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历程、趋势、行动及影响等一个或

多个角度立论阐述，如“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了变局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局观念的发展体现了两

学东渐的深入”、“变局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变局观念下的革新推动中国近代化”等，只要言之

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28．（13 分）

（1）共同因素：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居于支配地位；拥有充足的资本和

雄厚的黄金储备；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和霸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实行金本位制。（8
分）

（2）评价：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符合世界经济体系化、制度化的趋势；

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强了英美两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