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高一期末联考

历史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直径 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3.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

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 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

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4.本卷命题范围：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全册。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计 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古希腊悲剧《奥瑞斯特斯·复仇女神》中，雅典娜不是抽签，而是挑选出最杰出的人组成战神山法庭。剧

中唱道：“愿人们不再用浑水污浊自己的法律……既不要无政府状态，也不要君主奴役，更不能完全抛弃敬畏。”

这一剧作（ ）

A.推动了城邦政治的改革 B.助推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形成

C.代表了精英阶层的观念 D.反思了现实民主政治的弊端

2.中古时期西欧庄园里的劳动者以农奴为主，他们一般以每周在领主的自营地上劳动三天的“义务”来换取耕种

自己“份地”的“权利”；此外，他们每年还须向领主缴纳一些实物和货币税。这说明中古西欧庄园（ ）

A.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B.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C.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D.具有一定基层自治色彩

3.马克思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

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马克思意在强

调，新航路开辟（ ）

A.开启了亚欧交往 B.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C.加速了物种交流 D.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

4.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花费十余年时间，将《圣经》新旧约全部翻译成德文并出版发行。在翻译过程中，

他对德文构词、语法、语句进行了加工和规范，促进了标准的德语书面语言的形成。马丁·路德的翻译活动（ ）

A.旨在推动宗教的世俗化改革 B.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

C.利于促进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 D.维护了民众宗教信仰的自由

5.下表反映的是 1801~1841年英国各行业产值情况（单位：万英镑）。这些变化表明英国（ ）

年份

类别

1801年 1811年 1821年 1831年 1841年

农林渔 7550 10750 7600 7950 9990

工矿建筑 5430 6250 9300 11710 15550

国民总收入 23200 30110 29100 34000 54230

A.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B.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调整



C.寻求海外市场迫在眉睫 D.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缩小

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非洲和其他非欧洲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诞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通过种族灭

绝、破坏文化和掠夺资源体现出来。189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指出：“非洲已被直接租

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洲和德属东非）。”据此可知（ ）

A.西方殖民摧毁了非洲各国的民族经济 B.帝国主义在非洲形成利益共同体

C.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殖民手段的更新 D.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形成

7.下表是二战前世界主要强国加入和退出（被开除）国联的时间。由此可推知，国联（ ）

国家 加入时间 退出/被开除时间

美国 — —

英国 1920年 —

法国 1920年 —

日本 1920年 1933年

意大利 1920年 1937年

德国 1926年 1933年

苏联 1934年 1939年

A.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B.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C.是英法的统治工具 D.姑息纵容法西斯国家

8.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这样的实际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方法。这可用于说明（ ）

A.战时共产主义是一次失败的探索 B.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符合苏俄的国情

C.苏俄政府应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 D.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十分曲折

9.1919年 3月，印度因抗议“罗拉特法”（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法令）而举行了总罢工；5月，中国爆发了

五四运动；6月，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等地发生了反英暴动；7月，土耳其的凯末尔提出民族自决。这些事

件反映的主题最合理的应是（ ）

A.反帝反封建斗争兴起 B.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

C.十月革命胜利的效应 D.亚非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10.20世纪 3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推行“新政”，并通过法律形式，加强了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控，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走向复兴。由此可知，罗斯福“新政”（ ）

A.推动了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B.使美国的民主制度遭到了冲击

C.根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D.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11.1950年 10月 1日，麦克阿瑟批准解除对旧日军 5200人的整肃并允许他们加入警察预备队（陆上自卫队）；

至 1951年 12月底，日本 74768名警察预备队员中，旧日军约占 52％，旧士官以上军人占 29％。麦克阿瑟的

这些举措（ ）

A.反映了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顺利 B.推动了世界多极格局的产生

C.旨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D.适应了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

12.1995年 10月，当法官宣判涉嫌杀害白人妻子的辛普森（美国著名黑人棒球运动员）无罪时，如节日般的场

面在黑人社区随处可见，而绝大多数白人则呆若木鸡，对裁决结果感到震惊失望。这一现象折射出美国当时



（ ）

A.贫富分化日趋明显 B.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C.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D.两大阶级激烈对抗局面

13.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撰文，要求苏联理论界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号召，转向研究“发

达社会主义”，并说：“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科学地

论证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方法。”这反映出当时（ ）

A.个人崇拜之风已死灰复燃 B.苏联经济改革出现停滞

C.勃列日涅夫改革成效显著 D.国家建设方面急于求成

14.20世纪 50年代初，英国相继出兵镇压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肯尼亚“茅茅运动”等，使英国背上了

约 70亿英的国际债务和 200亿的国债。此外，不仅亚非独立国家纷纷指责英国的这一帝国主义行径，美国也

指责其妨碍了西方对苏冷战中自由世界的团结。这些现象（ ）

A.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已出现质变 B.推动了美苏两国冷战对抗态势的加剧

C.利于推动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 D.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已开始分化

15.观察下面漫画，其反映的实质是（ ）

A.区域集团化遭到挑战 B.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

C.政治多极化不断加强 D.逆全球化思潮依然存在

16.自俄乌冲突以来，全球谷物、植物油、化肥、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供需出现失衡，价格暴涨，严重扰乱了全

球粮食市场和能源贸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增至 50年来新高，占全球经济总量 86％的 143个经

济体增速也出现明显下降。这从侧面反映出当今世界（ ）

A.国际社会的双向交流已然式微 B.发展中国家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

C.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D.和平与发展已不是当今时代主题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4小题，第 17题 12分，第 18题 14分，第 19题 14分，第 20题 12
分，共 52分。）

1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一

王朝国家体制下，新兴农民以名田为基础，强化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在不断的阶级分化中，其中的佼佼者

最终成长为日本中世的中坚力量，即领主阶层。这些新兴的领主阶层一边抵抗着来自于君主的强硬的干涉，一

边加强对土地的所有权。即使律令国家的基础已经崩塌，但遗留下来的影响过于强大，这些开创新时代的阶层

不得不寄生于王朝国家中，利用国家的权威支配农民阶层，扩大势力。到了 12世纪末的源平之战时，源氏和

平氏组织起来的武力集团几乎都由职业性武士组成，他们与处在顶端的武家统领以土地契约为媒介结成主从关

系，这种以等级制度为轴心构建的战斗组织才是中世性质的武士团，这种集团具有强烈的团结意识。1192年，



源赖朝建立起镰仓幕府，日本正式进入武士阶级专政时期。

——摘编自郭娜《日本武士阶级源流论考》

材料二

将军—大名—武士，这种自上而下结成的主从关系，是幕藩体制下武士阶级内部关系的主轴，忠与义，是

这一关系里最核心的思想，即所谓：“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江户时代，

由于幕府严禁各藩间往来，藩国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藩内武士的家名、家禄、家业均具有世袭性质，一

身一家的荣辱与藩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藩即家即国，对于一般武士如此，对于藩主也是如此。江户中期以

后，“义”这一概念普遍流行，武士阶级由对于具体主君的忠诚转化为对主君地位的忠诚，“藩国”这一“天下”“为

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这就意味着藩主和臣下同样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按照人（社会）与自然秩

序合一的法则即秩序合理主义来排列社会秩序，这是武士阶级价值伦理的基本特征。这一法则在阶级内部的价

值观念上表现在对天皇—将军—大名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等级高下的排定，在阶级间的伦理观念上则表现为

对士农工商诸阶级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荣卑秩序的排列。

——摘编自李文《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层专政形成的条件。（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日本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念。（6分）

1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人权宣言》确立了被称为“不朽的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人权宣言》从原则上提

出各项基本人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法律面

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摘编自赵铁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原则的宪章——〈人权宣言〉》

材料二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使之从中世纪神

学的非理性的迷梦中醒悟过来。不仅如此，“启蒙”还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

中解放出来，鼓舞人们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启蒙时代自由的精神主要表现在：自然法、契约论、人民主

权说和权力制约说、财产自由，思想自由与个人主义等。美国独立战争也把自由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写在自己

的旗帜上。

——摘编自郑晓宇 李顺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内容及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权宣言》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基本原则。（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的意义。（6分）

1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1600年 12月 31日，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特许状，公司被命名为“伦敦商人对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公司（与统

治者）”，特许状写道：“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我们民族的财富”，授予公司与东印度贸易的特权。最重要有

以下几条：（1）禁止公司以外的一般商人从事公司专营的贸易，但在他们乐意之时，可以被授权进行贸易。（2）

有权“在每次航行中输出价值三万英镑的金银，对头四次航行所载运的英国货予以免税，而且在特许状有效期



内，英国船只转运印度货物出口也享有同等特权。”1624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通过民事法庭和军事法庭审判它

在印度的职员的权力，实际上就具有了“对于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无限制的权力。”1668年查理二世发给公司

特许状，授权公司可以把一切没有获得特别许可而在印度从事独立贸易的人押往英国。

——摘编自赵伯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形成》

材料二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由主义政策成为主流，英国政府逐渐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到了

19世纪 50年代，公司内部的贪腐风气使得实际收入锐减，不足以维持本身浩大的开支，每当战争爆发时，额

外的军费开支使得公司不得不发行公债，这样一来，公司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公司就变

本加厉地搜刮印度人民，但到这时，印度已经被搜刮得国贫民穷了，东印度公司往往不能如数征得税额，反而

激起了印度人民更加猛烈地反抗。终于，这个声名狼藉的殖民机构被 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怒涛冲

垮。东印度公司的衰亡，是英国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胜利，标志着英国在印度殖民政策的转变。英国政府已

不再需要东印度公司这块破旧的招牌，于是便亲自出马，从此以后，印度就成了英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

要场所。

——摘编自陈传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兴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点。（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衰亡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8分）

2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

国际格局是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表现。国际格局一旦形成，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并持

续发挥作用，但国际格局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发端于 500年前地理大发现和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轫。这一国际格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发生变化。而当前，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全球治理需要变革，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竞争并加快重组的时期。

——摘编自杨洁勉《辩证把握国际格局》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

文，阐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