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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高二年级阶段性测评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下午 2:30-4:00） 

说明：本试卷闭卷笔答，做题时间 90分钟，满分 10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下列表格内。 

 

1. 1664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布特许状，称“朕业已批准恩纳建立工厂，制造各种长短经线的风景和人物图案的

花毡，朕准予恩纳、其后嗣及其委托人得享此特许及设厂经营，为期 30 年；为此，禁止其他人等侵犯”。这表明 

A. 法国的工业水平较高                                  B. 路易十四好大喜功 

C. 恩纳的花毡深受欢迎                                  D. 国家管制工业发展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由题中“特许”、“禁止”等词汇，可以看出路易十四发布特许状的目的在

于管制工业发展，因此选 D。 

2. “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

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于人道，违反神道。”马基雅维利的这番话表明其对新君主的态度是 

A. 反对君主违背人伦神道                                  B. 认为君主必然背信弃义 

C. 可以不择手段维护统治                                  D. 强调君权神圣至高无上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由题中马基雅维利主张新君主为保持国家，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

慈”等可知答案选 C。 

3. 卢梭认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

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法律应该由全体公民集合讨论并通过。”这表明卢梭 

A. 否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B. 主张人民直接拥有立法权 

C. 推崇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                              D. 批评英国革命的不彻底性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启蒙运动。由题中卢梭认为人民只有在国会议员选举期间才是自由的，可知答案选 B。 

4. 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认为《大宪章》的本质，不是设计一种理想的状态，只是封建时期的贵族、教会和市民要求

王权严格地遵守规范。”据此可知，《大宪章》突出体现了 

A. 契约精神             B. 民主思想             C. 权力制衡            D. 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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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西方代议制的确立。由题中《大宪章》是通过法案形式规范王权，可知答案选 A。 

5.“我的破茅屋，就是我的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源自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 1763 年国会演讲

的一句著名谚语，这句谚语体现了  

A. 限制王权议会至上                                       B.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C.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                                       D. 内阁首相掌握实权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代议制的确立。由皮特的话可知，茅屋作为私有财产，即使国王也无权未经允许进入，答案

选 B。 

6. 1832 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1833 年,改革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总人口超过 1044 万的英国乡郡选区选

出了 189 名议员，而人口只有 581.6 万的城镇选区却选出了 364 名议员。……选民在全国成年居民中的比例由 5%

提高到 8%。这说明这次议会改革  

A. 基本实现了普选权                                       B. 未取得实质性成效 

C. 工业资产阶级获胜                                        D. 相对保守成果有限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议会改革。由材料结合英国三次议会改革的内容可知答案选 D。 

7. 1872 年，一名 17 岁的青年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被现场抓获。女王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法官

却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最终，维多利亚女王屈服了。据此可知当时的英国女王 

A. 统治软弱无力                                            B. 有较高的素养 

C. 依法行使权力                                            D. 没有任何特权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君主立宪制。由材料可知，即使刺杀的是女王，也必须经过法律程序而进行最终判定，国王

对判定结果同样要遵循，答案选 C。 

8. 在伏尔泰的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从不规定国

民的宗教信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信条”。由此可见 

A. 儒家思想具有自由平等的精神                            B. 伏尔泰借儒家思想宣传启蒙运动 

C. 儒家思想是开明君主制的基础                            D. 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的本质相同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启蒙运动。由材料可知，伏尔泰极力推崇儒家文化，其目的在于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答案选 B。 

9. 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主张：“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但是在开篇却提出：“国民

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这说明《人权宣言》 

A. 反对言论受限                                            B. 主张信仰上帝 

C. 强调天赋人权                                            D. 内容自相矛盾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法国代议制的确立。由材料中“自由……权利之一”、“上帝……庇护之下确认”可知答案选 C。 

10. 刘苏里认为，在 1787 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导致它失败的因素，远远大于成功一南北邦之争、大小邦之争、农工

邦之争，以及随时展开的新（西部）老（东部）邦之争。其中，有助于解决大小邦之争的措施是 

A. 默认奴隶制继续存在                                    B. 三权分立以制约平衡 

C. 议员产生及构成方式                                    D. 确定实行联邦制政体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 1787 年宪法。美国国会中联邦议员中参议院由各州代表组成，众议院普选产生，可知答案

选 C。 

11. 2013 年 10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民主党同僚控制的参议院与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众议院，在医改问题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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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难以弥合。致使政府因预算“难产”而关门。此次关门至少已给美 国造成经济损失 240 亿美元。这一事件主要

反映了美国 

A. 三权分立导致互相倾轧效率低下                            B. 政治生活受两党利益争夺的影响 

C.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矛盾不可调和                            D.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分歧难以弥合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两党制。由题中两党分歧导致预算“难产”可知答案选 B。 

12.“贫困是没有代表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假如工人有选举权，就会有一个比现在的议会更愿促进工人利益的

立法机构……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更平等地分配他们创造的财富”。这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的呼声。由此可

见当时工人阶级  

A. 要求获得政治权利                                         B. 希望重新分配财富 

C. 由于贫困导致无权                                          D. 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宪章运动。由题中工人要求获得选举权可知答案选 A。 

13. 1871 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旧政府机构，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归工人合

作社管理；取消面包工人的夜班，实行义务教育，公社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这充分说

明巴黎公社  

A. 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 

C. 具有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 

B. 从根本上推翻现存旧制度 

D. 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巴黎公社。由题中巴黎公社的一系列措施联系巴黎公社的背景可知答案选 C。  

14. 第二国际通过广泛的组织工作，使国际工人运动前所未有的扩展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

取得了许多成效。下列选项中与其有关的是 

A. 社会福利制度           B. 最低工资制度           C. 八小时工作制           D. 带薪休假制度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第二国际相关内容。联系题中“特别是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可知答案选 B。 

15. “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

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这个观点的首倡者应是 

A. 鸦片战争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                           B. 辛亥革命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派 

C. 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维新派                           D. 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知识分子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相关内容。由题中“安内攘外”“必自设议院始”等关键词可知答案选 C。 

16. 19 世纪后期报刊上诸如《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中西饮食异宜说》、《论中西民情不同》、《中西政情之别》一

类文章屡见不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比较的范围在逐渐扩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习俗、

法律、思想、学术等各个领域。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 

A. 倡导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B. 开始改变原有知识结构 

C. 革新观念关注世界文明                                      D. 摒弃根深蒂固的旧思想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联系时代背景和材料内容可知答案选 C。 

17. 1903 年 10 月，梁启超自新大陆回国后绝口不再倡言革命，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如

欲强制推行共和政体，其结果将不堪设想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同时，在政治上则不遗余

力的提倡缓进。这主要反映了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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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认为维新变法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B. 政治目标模糊学说反复善变  

C. 认识到欲“兴民权”必须先培养“新民”                      D. 从主张排满革命转向保守妥协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维新变法及材料分析能力。由题中梁启超“共和国民国民应有……虽一不具”、提倡缓进的原因

论述，可知答案选 C。 

18. 1910 年 6 月立宪派第三次请愿被拒绝后，“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

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

这主要表明  

A. 淸政府固步自封拒绝政治改革                              B. 革命运动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C. 民主共和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D. 立宪派顺应潮流转而支持革命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的背景。由材料“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则各省同志……援助

起义独立”等可知答案选 D。 

19.《革命军》的作者邹容认为，国家的主权，应该“一国之人共司之”，如主权不能为人民所享有，那“国不得谓

之国"，“民不得谓之民”，政府的建立，要经人民“公许”，并“各假以权”。其所体现的启蒙思想是 

A. 天赋人权               B. 社会契约               C. 人民主权               D. 分权制衡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由题中“一国之人共司之”及若主权不在民，则国之不国、民之不民等可知

答案选 C。 

20. 1912 年 11 月，胡汉民曾要求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

袁世凯据此法令解散了国民党，同时还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做了副署，其他政党也都支持

这一法令，包括很多国民党议员。这主要说明 

A. 国民党人心涣散分崩离析                                  B. 二次革命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 

C. 袁世凯所为存在法理依据                                  D. 袁世凯谨遵《临时约法》规定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由题中“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可知答案选 C。 

21. 下图是 1864-1914 年间，民主一词使用数量的统计。以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发展变化为视角，对材料蕴含的历

史信息进行解读，正确的是 

 
A. 1864- 1894 年间受洋务运动影响民主观念被人民普遍接受 

B. 1894 - 1900 年间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民主观念被逐渐接受 

C. 1900 - 1908 年间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 

D. 1908 - 1914 年间人民对民主政体的关注远远超过民主权利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背景。符合对题中图表解读且时间相符的只有 B，因此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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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文化运动关心的问题大都不是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人……他们的最终目的已经不是康有为、梁

启超、孙中山那样设定在国家和民族，而是定位于人的解放。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该材料表

明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 

A. 猛烈冲击封建正统思想                                    B. 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利器 

C. 促进民主科学思想传播                                    D. 未能指明社会发展方向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新文化运动及材料解读能力。由材料中新文化运动更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保障可知答案选

B。 

2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不禁止地主、富农、国民党员参选议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  

A. 重视民主政治建设                                        B. 接受国民政府指导 

C. 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D. 组建多党联合政府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内容以及学生材料分析能力。从材料中中国共产党接纳个阶层人士可知答

案选 A。 

24. 1945 年 9 月李公朴在《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中说今天我们为团结、胜利与民主而歌，却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让我们抓紧时机，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的呼声高唱入云霄! ”由此可见李公朴 

A. 倡导争取和平民主建国                                     B. 坚持将抗战进行到底 

C. 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D. 痛斥国民党发动内战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解放战争的相关内容。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结束，重庆谈判尚未开始，国民党还未发动内战，因

此 B、C、D 错误，答案选 A。 

25. 有人认为，希腊是民主的雏形，英国是保留国王下的民主，美国是总统制民主，日本是天皇下的民主；区别于

西式民主的中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民主，俄罗斯民主更有特色，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轮流民主。由此可见 

A. 民主具有多样性                                         B. 民主具有渐进性 

C. 民主具有广泛性                                         D. 民主具有艰巨性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材料解读能力。由各国确立起的民主皆有所不同可知答案选 A。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50 分。 

26.（14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霍布斯认为，为了摆脱“人人对人人的战争状态”，人们建立国家。人们在组成国家后已把全部自然权利

转让给了主权者，既然君主是主权的体现者，国民的总意志，那么他的利益便理所当然地体现了臣民的利益，他本

人就是全体臣民的化身。如此，则臣民对君主的任何反抗都意味着对自己的反抗。 

材料二  洛克以为，那种关于把全部权利上交给主权者的主张荒唐得近乎滑稽。人们组成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

己的自由、财产和安全，如果把一切权利都转让了出去，使君主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自由及生命，那么这与自然状

态下有何区别？……天赋人权绝不可转让或遭剎夺，保护这些权利正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抹煞人权的国家没有存在

的意义，而侵犯人权的政府即是暴政、专制。  

——以上材料均摘自陈绪纲《读<社会契约论>》 

材料三  美国学者阿穆尔甚至认为，美国宪法一不是单指被冠以“宪法”这一名称的文件，而是指可以被称作美国

宪法活动的那个整体一中滲透着一种洛克精神。 

——《美国宪政主义的逻辑起点：从柯克到洛克》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霍布斯和洛克思想的异同。（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三作者的观点。（6 分） 



  太原新東方優能中學歷史教研組 

新东方太原培训学校                                                                       咨询电话：0351-3782999 

新东方太原学校：http://ty.xdf.cn 

答：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构成了《独立宣言》的基础，推动了北美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从而赢得了美国的

独立；洛克认为政府因人民的同意而获得治权，据此美国确立了民主共和制，总统和议员均由民选产生；洛克认

为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然权利，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使政治民主范围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多；洛

克反对专制和暴政，主张分权，美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体，分权制衡成为美国政治最

重要的原则。 

27.（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臣民和臣民观念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在“君权至上”价值准則的规定下，臣民只有忠君义务观念，而

无任何法定权利的自觉。……在泯灭个人主体意识的道德修身观念束缚之下，人们块之基本的权利主体意识。……

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级观念剥夺了人们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精神，温顺服从、

忍让勤劳和无我的本献成为全社会公认的美德，由此形成的“礼义之邦”实则成了专制帝王的私产。 

——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材料二  关于“公民”的概念，中国古代并没有，完全是舶来品……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天

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广泛传播，公民概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02年他（康有为）发表《公民自治篇》

对“公民”做了解释：“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至公民之负担国税，则权利义务之关系，固当如是，

非相得此名以为荣也。”“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 

——杨才林《论民国时期的公民概念及其公民教育》 

材料三  受公民权利思想的影响，沈家本在其《大理院审判编制示》中明确提出司法权要独立，“司法我判不受干

涉，以重国家司法独立大权而保护人民身体财产”。……从梁启超提出“民族”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乃至后来

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公民观念的传播，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国家的运动日益蓬勃发展。……“五四”

运动便是最典型的表现。 

——程显芳《近代公民观念的产生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公民”概念相比于“臣民”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原因。（12

分）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公民”概念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4 分） 

（1）答：变化：由有义务无权利到有权利有义务；由忠君变为爱国；参政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强调个体和人的

独立性；从强调等级尊卑到倡导自由平等观念。 

原因：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民主进步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爱国志士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

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 

（2）答：推动了近代司法改革；有利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增强了民众的公民意识；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

程。 

28. （20 分）本题包括 A、B 两题，请任选一题作答。 

A.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追溯中国宪政史，往往要寻至清末立宪，但宪政思想的启蒙与渗透却比这要早。早期改良派知识精英认识

到了民主政治对国家兴盛的意义，因而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立宪，明确提出了宪法问题，形成了一股宪政思

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超越了“器”和“用”层面的局限，提出了一套比较束统完整的变法维新

主张，并极力将其转化为社会现实，从而开启了宪政运动的实践之门。……1908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领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 3月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級民主共和国性

质的宪法性文件。昙花一现的《临时约法》与其后接二连三的立宪丑剧和骗局，使得近代中国宪政的命运始终处于

风雨飘摇之中。……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等宪法性文件，不过是军阀武夫

们假宪法之名行帝制复辟、军阀割据、专制独我之实的一块遮羞布，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在这一场场闹剧中被消

解得一千二净。 

——苗连营《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二  “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实事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



  太原新東方優能中學歷史教研組 

新东方太原培训学校                                                                       咨询电话：0351-3782999 

新东方太原学校：http://ty.xdf.cn 

之。”……“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

治者也。”……“一国政党之兴，只玄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宪法者，共和政体自保障也。中国为共和

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 

——选编自《宋教仁文集》等  

材料三  许多西方人天真的认为，实行民主是多数中国人的愿望，只不过某种原因，才没能实现。实标上，恰恰相

反，实行民主宪政只是少数中国人的追求，这正是中国不能实现宪政的真正原因。宋教仁是少数的先驱者之一，孤

独的先驱者。 

——迟云飞《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8 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教仁的宪政思想。（6 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宪政无法实施的原因。（6 分) 

（1）答：早期维新派主张立宪，形成宪政思潮；19 世纪末，维新派将较为系统的宪政思想付诸实践，试图建立君

主立宪制，结果失败；20世纪初，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辛亥革命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宪政横遭践踏。 

（2）答：实行民主共和；建立责任内阁；实行两党制；制定宪法。 

（3）答：长期君主专制的影响；民主派力量弱小；民众的启蒙不足；西方列强的干涉和阻扰；近代中国社会环境

的动荡。 

B.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英法两国代议制发展简要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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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政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宪政改革是以国家为指导。从改革步驟来看

是先从改革官制入手。清政府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从改革官制入手，清政府也是如此。官制改革

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的主张和文官制度的某些经验和做法，对旧有官制作了较大调整和改变。调整了国家机关，

明确职责。根据“三权分立”思想，“分权以定限”，设立资政院。 

——《晚清宪政考》 

材料三  孙中山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共和，“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可是，“十

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更有甚者，反而希望满清复辟”。……“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

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

便是大错”。 

——董方奎《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英、法两国代议制民主在发展进程中体现的相同点。（6 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预备立宪的特点。（6 分） 

（3）材料三中，孙中山是怎样反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失败的？通过以上材料，你能得到什么启示？（8 分） 

（1）答：都发生暴力革命；都经历长期曲折的斗争；都建立了代议制民主；通过立法来保障民主政体。 

（2）答：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以改革官制为起点；效仿日本；借鉴三权分立的思想。 

（3）答：反思：缺乏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缺乏对国情的正确认识。 

启示：民主政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民

主   

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