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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民中学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高二历史试卷

命题人：张林芳 审核人：何学平

考试范围（选择性必修一 1—15课）

考试时间：75分钟 总分：100分

温馨提示：认真答题，相信你是最棒的！

一、选择题：本题 16 道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君位继承方面，商朝曾经实行过兄终弟及；西周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秦汉以来，在

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基本原则下，选择“贤能”的皇子而非嫡长子继承皇位的现象逐渐增加。

上述变化（ ）

A．受民本思想影响 B．主要着眼于政权稳固

C．强化皇权的需要 D．践行了选贤任能主张

2、在古代雅典的村社中，每个公民都要参加村社大会,讨论村社大事，包括财务领域的财政

预算和收支、调节公民之间的普通纠纷等具体事务。这反映出

A．城邦授予村社行政权

B．雅典政务逐渐下移的趋势

C．公民参政积极性较高

D．村社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3、英国《权利法案》部分内容如下：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

议事之自由，不应在议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为申雪一切诉冤，

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议会应时常集会。材料表明英国

A．国王的实际统治权得到约束

B．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

C．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得以确立

D．责任内阁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

4、1949年 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的宴会上，毛泽东说道：“我们这

一桌什么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

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说

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A．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B．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人员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D．制定了新中国的施政纲领

5、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选举的方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选举的结果看，据

晋察冀边区 7个县的统计，工人和贫民在村代表中占 49.92%，在县议员中占 35.5%；中农

在村代表中占 37.9%，在县议员中 51.6%，地主、富农、商人在村代表中占 20.9%，在县议

员中占 18.1%。这表明

A．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推广

B．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得以扩大

C．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D．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落实

6、1058年王安石任支度判官时，向宋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

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革新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

这表明王安石

A．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B．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C．洞察时局未雨绸缪

D．以理财为改革首要

7、19世纪中后期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陆续建立起文官制度。文官面向公民，通过考试

的办法择优录取，文官在政党间保持中立，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西方文官制度

A．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B．消除了政党政治的弊端

C．与中国科举制如出一辙

D．为工业化提供政治前提

8、大陆法系各国普遍不承认判例的效力，禁止“法官造法”，限制法官解释法律。对行政权

和立法权的监督也由至少在形式上不同于普通法院的机构来担任，由此，产生了独立于普

密
封

线
内

请
不

要
答

题

班
级

姓
名

考
号



2

通司法系统的行政法院。由此可见，大陆法系的国家

A．以成文宪法为唯一的判决根据

B．行政干涉司法现象严重

C．法官的权威性和创造性受限制

D．司法判例没有参考价值

9、我国古代儒家主张“仁”“信”、墨家主张“兼爱”、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有“和谐”“诚信”“友善”“法治”等内容。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照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

B．是现代中国建设的经验总结

C．植根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D．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10、董仲舒以《春秋》中的事例补充汉代法律；长孙无忌用经、义解释法律，编程《唐律

疏议》，后被唐高宗赋予同等的法律效力，据材料可知（ ）

A．引礼入法的道德法律化特征

B．皇帝诏敕直接成为立法依据

C．中华法系高度重视家庭本位

D．儒家思想具有至高无上地位

11、1935年,国民政府组建新运妇女团体,培训妇女实用技能。如南昌妇女促进会军事看护训

练班开设但包括微生物学、抗毒无毒、急救处置、病房每日工作、绷带术及骨折脱臼等 12

项课程,参加受训练者均为女公务员。此举意在

A．促进女权意识觉解

B．扩大国民党的影响

C．弘扬传统道德文化

D．提高应对战争能力

12、周恩来曾说：“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

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

各民族杂居的现象。”据此可知，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因素是

A．民族杂居交融的现实国情

B．各民族反侵略的政治需要

C．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任务

D．民族团结平等的历史传统

13、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规定了形成决议的“全体一致”原则；1928年美、法等国签订了

《非战公约》；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制裁的权力，并确定了“大国一致”

原则。由此可知，国际法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A．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潮流

B．国家利益的国际诉求

C．集体安全机制进一步完善

D．新兴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

14、纸币最早在民间使用,后由政府发行,准许与金属货币同时使用。但直到明清时期纸币也

未能取代金银而成为主要货币。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 ）

A．中国的商品市场发展的程度仍然不够充分

B．纸币的发行和使用容易因通货膨胀而贬值

C．新航路开辟后西方金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

D．民众因缺乏对纸币价值的信任而拒绝使用

15、茶马古道是宋朝与西南各族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宋朝设置茶马司负责茶叶和马匹买

卖等相关事宜，贸易范围主要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西藏，辐射到广西、贵州、甘肃、

青海、新疆等地区，并延伸至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由此可知

A．茶马古道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

B．茶马古道加强了少数民族和内地的联系

C．西南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中心

D．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管辖

16、20世纪 50年代，中印联合发表声明，“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

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材料中“这些原则”是指

A．不结盟原则

B．“求同存异”方针

C．“一边倒”原则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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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17．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本宪法所授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众议院

以各州人民每二年所选举之议员组成之……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大总统之任

期为四年，同任副总统之任期亦然，大总统与副总统，应依照下列手续选举之……”

材料二 宪法规定立法权归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总统任期 7 年，是国家

元首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议会采取两院制，参议院通过

间接选举产生，有权否决众议院通过的法律。

材料三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

力。”“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过

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材料四 第 12 条：“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以及使议会延期或结束。”

第 15 条：“由皇帝任命帝国宰相。第 18 条：（皇帝）“有创制法律之权。”

请回答：

(1)上述四段材料分别出自欧美国家的什么政治文献？（8分）

(2)对君主和议会的关系，材料 3和材料 4的规定有什么不同？（8分）

1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产生了 “举贤才”的理念,儒家理论主张精英治国，春秋

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

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科举制更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

治思想付 诸实践。汉代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并逐渐在考察推荐中加入考试的环节。为了防

止在选举 人才的过程中有人弄虚作假，以及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考试在选

士中的成分越来 越大，最终，科举制的出现取代了察举制。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

建立进士科之后,经过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一种“至公”的制度。明

代人认为：“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清代科举制度为保证考试公平、防止作弊，

其复杂严密程度真是 登峰造极。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材料二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追溯到 16世纪。从 1570年至 1870年,英国出版的

介 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有 70多种。英国于 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

北 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

制。西方国家于 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实行文官制度。在此之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

党分赃制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了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 于

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 的产

生。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 技

术官僚。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考选 制''

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提高统治效率。

— 摘编自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形成的原因。（10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官制度与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相同之处。

（10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

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

统，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

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等

材料二 643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特地在今拉萨河畔的红山上，为她

修建了红山宫。……红山宫就是布达拉宫的前身。……达赖五世圆寂后，布达拉宫再次扩

建。康熙帝特派 114名汉、满工匠进藏，参加扩建工作。这样，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布达拉

宫。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 6 世界文化遗

产荟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前期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8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并列举除“和亲”以外的

其他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措施。（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