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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D
A 与史实不符

B 与材料主旨不符

C 贵族政治没必然联系

D 爵位到后来成为荣誉的象征，没权力

2、A
A 三省制形成过程反映了皇权专制的发展

B 三省制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C 项不是材料主旨

D 项与材料无关

3、A
A 项与材料主旨一致。行中书省代表中央有利于中央集权

B 项清代军机处设立标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C 材料未体现

D 项事从公议不能体现决策实现民主化

4、B
A 材料没反映公民身份人数

B 正确。民主公民权特定对象才有

C 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D 伯利克里时代是雅典民主繁荣时期

5、C
A 法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有阶级属性

B 材料只是限制了国王权力

C 国王恪守法律，违法将受处罚说明“王在法下”
D 项并非材料主旨

6、B
A 抗战时期民主选举

B 三三制原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

C 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D 材料没反映精兵简政

7、B
A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于 1937 年 9 月 23 日

B 项正确。抗战相持阶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必须集中力抗战，需加强党的领导

C 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出现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

D 项与材料无关

8、C
A 项与材料主旨无关

B 项与史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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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蒋介石政府近政于民是手段，目的是要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

D 国民党政府是假民主真独裁。

9、C
A 材料反映政治情况而不是经济现象

B 项材料反映民主政治，不是法制

C 项材料反映的是民主选举，正确

D 与政协制度无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10、A
A 正确。材料反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B 人民代表大会制才是根本政治制度

C 项一届政协召开开始实践多党合作

D 项，政协是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不具人大职权

11、D
A 项太过于绝对

B 与材料主旨不符

C 项未能消除文化隔阂

D 项正确。用流刑代替死刑，体现以人为本，仁政思想

12、A
A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粮食增长

B1992 年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 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D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不是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变革带来的结果

13、C
A 项是表象

B 项过于绝对

C 科举制不断完善发展

D 与材料主旨不符

14、D
A 限制不了滥用职权

B 不正确。试用期制观察使用有利监察队伍纯洁

C 项材料未反映

D 通过各种考试合格监察人员有利于提高监察效率，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15、A
A 晚清的选官考试，内容多全面，有利于官员文化素养提升

B 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C 项不是材料目的

D 材料只是反映选官考试内容，无法反映选官的公平公正

16、A
A 正确。通过法律定义规范公务员

B 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不具人民性

C 只是对文官定义未能说明

D 太过绝对，无法保障吏治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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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52 分）

17.（1）特点)循序渐进:逐步确立与完善 : 颁布相关法规:维护改革成果 。（2 分）

原因)既有人才选拔方式弊端丛生 :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优秀人才 : 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的现实需要 。（6 分）

（2）意义)有利于干部选拔的公平公正:扼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 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造就一支高素质、专

业化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 有利于现代人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 有利于国家

的经济建设 。（6 分:答出三点即可）

18.（1）变化)议会制定了《权利法案》:限制了国王权力 : 英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 : 国

家权力中心向议会转移 。（6 分: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2）历史地位)《权利法案》成功处理了国王与议会关系的问题 : 是英国开始走上君主立宪制

道路的重要标志 。（4 分）

1787 年宪法解决了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中央与各州的利益关切）: 是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

体确立的重要标志 。（4 分）

19.（1）演变)从封建君主的恩赐官职制到资产阶级的政党分肥制再到现代文官制度 。（2 分）

特点)公开考试:择优录用 : 职务常任 : 严格考核:论功行赏 : 分类管理:职责明确 : 政治中立。

（4 分:答出四点即可）

（2）评价)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 : 有利于提高官员素质和行政效率 : 有利于实现政治与管理分 离 : 有利

于政府工作的稳定与持续 : 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 : 为其他国家推行文官制度提供了 参考和借鉴 。（3 分:

答出两点即可）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护资产阶级 统治的工具 : 容易滋生官僚习气和形

成僵化现象 : 文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3 分:答出两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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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示例一

论题)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 。（2 分）

阐述)战国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以县制为基础的地方基层政治体制:在这套政治体制之下: 县令或县长由中央

任命:县必须严格听从中央的命令 。在此基础上:中央实现了对地方的严 格控制:县制因此被历代王朝所沿

用 。县制适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宋代以前的中央政府都力图维持二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强化对地方的管

理与控制 : 当历史环境变化而不得不建立三级政府时 , 虽然地方政府采用了多级制 , 但县制依然在实行 ,

中央仍然牢牢掌握对地方的控制权 。（8 分)

总之 , 县制因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需要 , 成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 。（2 分)

示例二

论题:我国古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不断变化 。（2 分)

阐述:中国幅员辽阔 , 最高一级政区由于统辖范围大 , 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为加强中央集权 , 封建王朝

时常调整最高一级行政区划 。秦汉为郡 , 东汉末、魏晋和隋为州 , 唐为道 , 宋为路 , 元明清为省 。州、

道、路最初多为监察派出机构 , 但随着其实力变强 , 往往变成了一级行政 区 。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调

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 维护社会稳定 , 推动经济发展 , 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0 分)

（,示例”仅供参考 ,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