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二中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 

高二政治试卷  命题人：杨国刚 

第Ⅰ卷 

说明：1、本试卷分第 I 试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 

2、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一、选择题（共 30 题，每题 2 分，共 60 分） 

1.爱因斯坦说：“哲学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变成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哲学，就是原始的混

乱的东西。”爱因斯坦的话揭示了 

A.具体科学离不开哲学，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 

B．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为具体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 

C．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总和 

D．哲学是世界观，各门具体科学是方法论 

2.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道出了哲学家的使命，

体现了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材料表明： 

A.真正的哲学可以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前进 

B.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C.任何哲学都是对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D.哲学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总结和概括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 

3．为解决我国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问题,从 50 年代起，政府就组织专家对南水北调进行勘察和可行

性研究，相继攻克了调水工程中的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目前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均接近尾期，

北京与南阳“共饮一江水”即将变成现实,由此可见      

①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②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是顺利开展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 

③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 

④人们能够创造条件摆脱规律的制约，造福人类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4．下列说法中能体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本分歧的是 

A．“气者，理之依也”与“理生万物” 

B．“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与“物是观念的集合” 



C．“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与“天不变，道亦不变” 

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5．我国于 2013 年 11 月启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完善国民经济

核算制度，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国

家这样做从哲学上看体现了 

①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效地改造世界   ②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③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     ④办事情要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6．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是指 

A．某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B．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 

C．自然界中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    D．世界上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总称 

7. 亚洲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但现代人如何在亚洲大陆出现，他们又是如何进化的，科学界对此还

知之甚少，因此，科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2012 年 3 月，中澳科学家在云南发现了距

今 1 万年前“马鹿洞人”。专家认为，“马鹿洞人”可能代表东亚地区一种未知的已灭的古代人种，

目前正在确认。这说明                                        

①意识具有自觉选择性              ②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③认识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④实践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①③  

8.18 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认为：“自然界由数目无穷、性质不同的异质元素构成。”这种

观点 

①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把物质归结为自然科学上的元素   

②建立在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   

③坚持物质第一性，但对物质的认识没有科学依据 

④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正确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9. 浙江台州市的农民说，以前卖农产品是肩挑腿跑挨家叫卖，后来有了专业批发市场，使销量大增，

现在有了网络，通过网络可以把产品卖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这些变化体现了实践的   

A．客观物质性          B．主观能动性     C．直接现实性          D．社会历史性 

10、科学家米勒于 1939 年制出 DDT 杀虫剂，并因此获得 1948 年诺贝尔奖。后来因为 DDT 影响人体

健康，到 20 世纪 70 年代，DDT 被世界各国明令禁用。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重新启用 DDT 用



于杀虫，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关于 DDT 的争议可能还会延续。人类对 DDT 的争议佐

证了 

①人的认识与实践检验相伴而行     ②真理在实践中反复接受检验，并不断地被推翻 

③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    ④实践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认识的反复性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③ 

11、《庄子•齐物论》提出“齐是非”和“是非莫辩”的思想。庄子说：我和你辩论，你胜了， 我果

真就错了吗？我胜了你，你果真就错了吗？究竟谁对谁错，在你我两人之间是无法断定的。请来第

三者，也无法断定是非，因为第三者如果持有与你我相同的意见，他就没有资格断定；如果持有与

你我不同的意见，也没有资格断定。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认识到 

    A.真理有客观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B.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C.不能用一种认识去检验另一种认识是否正确 

    D.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12、农谚说：“蚯蚓叫，大雨到。”一位农民气象员对此感到怀疑，经过反复观察和实验，他发现

下雨前鸣叫的是蝼蛄而不是蚯蚓，于是把这条农谚改成了“蝼蛄叫，大雨到”。经过进一步观察和

研究，他又发现“春秋蝼蛄叫，大雨定会到”，但“盛夏蝼蛄叫，大雨不会到”。这表明     

①亲身的实践经验比他人的实践经验更可靠   ②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③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④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A.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③④ 

13.列宁把唯心主义哲学称作“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是因为 

①唯心主义不包含任何合理的思想  

②唯心主义夸大意识的作用，使其脱离了物质 

③以唯心主义为指导，不能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来源:学.科.网Z .X. X.K ] 

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14、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通俗地讲，就是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某地在实践中对这

“两座山”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 二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

保住绿水青山；三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认识过程 

①每一阶段的特点相同       ②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③是一个圆圈式的循环运动   ④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达到了更高境界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5.关于运动有几种看法：甲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乙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丙说“飞鸟之

景未尝动也”。这些观点按照顺序分别是 

A．辩证法、相对主义、形而上学       B．二元论、形而上学、辩证法 

C．辩证法、相对主义、一元论         D．辩证法、形而上学、相对主义 

16、联合国关于发展的观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20 世

纪 70 年代把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变革；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把发展

理解为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联合国关于发展的观念演

变进一步证实了 

①认识的不断完善决定着实践的不断深化       

②认识受认识对象本质和属性暴露程度的制约 

③认识的发展具有与认识主体无关的客观规律性  

④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继承和超越已有认识成果的过程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7．“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孔

子这句话体现的哲理是 

A．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 

B．实践出真知，正确的认识都是在亲身的实践中获得的 

C．人们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D．人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8．通常看电视和玩电游戏被视为能让人恢复精力的休闲方式。但某项研究发现，压力过大的人从

事这些休闲活动不仅无法感到轻松，甚至还会感到内疚和失败。该研究说明 

A．科学认识随着客观规律的发展而发展    B．真理因人们认识的发展而不断被推翻 

C．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的反复性  D．认识指导实践所带来的结果不可预测 

19．每年的艺考生们多上过“速成”培训班。就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培训班要求艺考生按照统

一套路、统一方式学习，快速达成参加艺术考试的基本能力。事实上这种“速成艺术”与真正艺术

工作者素养相去甚远，原因就在于 

A．统一方式学习无法培养人的素养        B．艺术素养需要在长期实践中积淀 

C．培训机构不具备个性化指导能力        D．“速成”无视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20．美国蚊虫控制专家释放数十万只经过基因改造的“生化蚊子”到佛罗里达州南部礁岛群，以阻



止登革热病在该地的传播。这数十万只经过基因改造不叮咬人类的雄性蚊子与野外的雌蚊进行交配，

数代之内携带病毒的蚊子有望被根除，且还不会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引发巨大连锁反应。这说明 

①实践活动有客观物质性特点        ②认识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③真理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        ④创新思维决定实践的发展方向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1．2015 年 8 月，浙江义乌华溪小学开展“识农时、尝农味、知农艰”的“耕田育人”活动，组织

学生跟着农民一起收割稻谷，让孩子们真正懂得“粒粒皆辛苦”，促使小学生在农事实践中健康成

长。其哲学依据在于         

A．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B．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C．认识受实践能力制约           D．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22．2014 年 8 月 6 日，“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终于赶上目标彗星，这标志着欧洲航天局的彗星探测

计划进入关键阶段，对彗星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太阳系形成的诸多奥秘。这一材料佐证了 

①实践的发展推动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 ②认识具有无限性，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③

真理适用于任何条件和范围 ④科学认识随着规律的发展而发展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23．从 2008 年到 2015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先后确立了“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下一轮增长的浪

潮”“推动可持续增长”“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推动创新，创造价值”等八大主题，

紧扣变化着的世界经济命脉。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的变化表明      

①认识具有无限性            ②事物的性质是不确定的  

③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④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4．2015 年 4 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强

调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要着眼践行、立足行动。这是因为 

A．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B．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 

C．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D．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 

25.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因权力而真理”的现象。谁掌握至高无上的皇权,谁就是真理的化身,其言

论都被奉为绝对真理,甚至“历史”因此被改写。“因权力而真理”的观点 

A.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              B.承认了真理是永恒的 

C.说明真理与谬误同在              D.说明真理来源于人脑 

26.一位诗人曾用生动的语言表述了“错误”的自白：“我不是魔鬼，不是恶棍，每个喜欢探索和追



求的人都是我终身相许、棒打不散的情人。我总是先给他们一分荒谬，两分不幸，再给他们三分收

获，四分欢欣，我总是在阵痛中分娩着聪明。”从这一自白得出的结论是 

 ①真理与谬误既对立又统一，谬误从反面推动真理的发展  

 ②对每一个认识的个体来说，犯的错误越多，所获得的真理就越多  

 ③找出所犯错误的原因，就能掌握真理    

 ④谬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真理 

   A．①③      B．①②   C．①④       D．③④ 

27.人们一直在寻找暗物质，并对其特性提出了多种假设，但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中国科学家正在

四川锦屏山地下 2400 米的暗物质探测地下实验室进行一项粒子和天体物理学氙气试验项目（简称Ｐ

ａｎｄａＸ）：寻找暗物质的存在证据。暗物质是宇宙中最难以捉摸的物质之一，科学家试图找到弱

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ＷＩＭＰｓ）存在的证据，但科学家对其粒子知之甚少。ＰａｎｄａＸ已于

2014 年初开始收集数据，项目的第一批结果将在 2014 年年底公布。对暗物质的认识说明 

  ①科学实验是人类思维在认识和改造社会中创造性的表现，是推进人类对暗物质认识的动力 

  ②人们对暗物质的认识总要受到具体的实践水平的制约 

  ③认识运动是从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④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使盲目的实践也是存在的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8.2015 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为全年经济增速为 7%左右，较之 2011 年的 9.3%、2012 年的 7.8%、

2013 年的 7.7%、2014 年的 7.4%呈现出下滑态势。这种经济增速下滑、风险凸显以及红利转换的状

况，究竟是后危机时代短期的不稳定性，还是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术界争议颇

大。学术界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争议表明： 

①真理与谬误是相对的，互相包含的 

②认识对象是复杂多变的，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正确认识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③由于主体的方法不同，认识具有差异性 

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真理因主体的实践经历而不同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29. “两会”后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围绕“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进行广泛调研，是因为 

①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     ②实践不断提出问题，推动认识发展 

③实践是获得认识的唯一途径       ④实践提高和锻炼了人的认识能力 

A．②④         B．①④           C．①③         D．②③ 



30.纵观我国经济建设历程可知，60 余年的不断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的认识经历了市场和计

划对立、计划与市场相辅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和最终确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四个阶段。这一认

识过程 

①是一个从错误到正确的过程           ②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③是一个不断接近终极真理的过程       ④是经过实践和认识多次反复的过程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吉林二中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来源:学§科§网 Z§X§X§K] 

高二政治试卷  命题人：杨国刚 

第II 卷 

二、综合题（共 4 题，共计 40 分） 

31． 2015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准确把握战

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根据我国客观实际研究制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十三五规划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战略指导作用。会议要求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思路，保



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快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结构调整，妥善防范化解风险，不断改

善民生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会议强调，我国发展

必须保持一定速度，同时，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结合上述材料，从辩证唯物论角度，分析党中央提出的要求蕴含的哲理。（12 分） 

 

 

 

 

 

 

32． 历史上，疟疾是最为流行而凶险的传染病之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  历史的演进方

向。疟疾是仅次于艾滋病的人类第二杀手，每年约有 270 万人死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尽管科

学家们绞尽脑汁研发了许多抗疟疾新药，但都未能从根源上消除这一病魔。1880 年，法国军医拉弗

兰（Laveran）在临床试验中最早在恶性疟病人血细胞中发现引起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于 1907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1891 年，罗曼诺夫期基（RO manowskv）创用多染性染剂对疟原虫染色，

疟原虫的形态才被人们认识；1942 年， Paul Müller 发现了杀虫剂 DTT，使全球消除疟疾成为可能，

他因而获得了 1948 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除了一开始的成功，以后在一些国家几乎都是失败，

因出现了抗药性和环境污染。此后医学界一直没有停止对许多抗疟疾新药的研究。 

运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知识分析科学家们研发抗疟疾新药的过程。（12 分） 

 

 

 

 33．明朝万历年问，西方医学成规模地传入中国。中西医学开始碰撞与交流，推动中国医学的发展。 

    有的中国医家尝试“中西医汇通”，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医家朱沛

文广泛阅读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并到西医院观察尸体解剖。他指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

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此中西医应“通其可通，而并弃其异”。 

    有的中国医家则主张“虚止中医”。l917 年，余云岫出版《是素商兑》，批判中医经典《黄帝内

经》：“匾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九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后提出“废

医存药”。 



    1930 年代，中医界兴起“中医科学化”运动，改良中医。“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

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来 源 :学科网 ZXX K]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一方取

代或包容另一方，或者说中西医简单的统一，而是通过充分发展融合到更高级的形态当中。 

运用认识论的知识，阐释我国中医界在处理中西医关系问题上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8 分) 

 

 

 

 

 

 

 

34．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

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

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少数人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企图否认

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改革开放是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的，它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

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 

有些人认为“真理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承认，这就是真理的条件性”。结合材料，运用《在实践中

追求和发展真理》的有关知识，评析这一观点。(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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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二中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答题卡 

高二政治试卷  命题人：杨国刚 

 

31．（12 分）                                                                          

                                                                                    

                                                                                       

                                                                                       

                                                                                        

                                                                                          

                                                                                        

 

32（12 分）                                                                          

                                                                                    

                                                                                      [来源:学,科,网] 

                                                                                       

                                                                                        

                                                                                  

3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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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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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二中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来源:学科网] 

高二政治答案  分值：100 分 

一． 选择题答案（2 分每题，共 60 分） 

1-5BABAD   6-10BDADB 

11-15CCBDA   16-20CCCBA 

21-25BAACA    26-30CCBAB 

 

31（12 分） 

①根据我国客观实际制定规划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意

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要正确发挥意识的指导作用。（6 分） 

③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这体现了意识活动的目的性、主动

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3 分） 

④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同时，要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体现了把发挥主观能动性

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3 分） 

 

32.(12 分) 

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科学家在临床试验活动中获得了认识。（3 分） 

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从疟原虫发现到发现杀虫剂 DTT，推动了认识的深化。（3 分） 

③从开始的成功到失败，说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3 分） 

④医学界一直没有停止对许多抗疟疾新药的研究到最终治疗疾病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根本目的。（3分） 

33（8 分） 

①认识具有反复性。受不同历史时期医疗实践水平的限制以及中医界自身主观因素影响，同时中、

西医之间差异也有一个逐渐暴露与展现的过程，导致人们在中医和西医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反复

性。（3 分） 

②认识具有无限性。随着医疗实践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中医和西医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会不断发展。

（3 分） 

③认识具有上升性。在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中，人们对中、西医关系的认识是一个

波浪式前进的变化过程。（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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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分） 

①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2 分） 

②真理最基本的属性是客观性，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不能以承认人数的多少作为标

准，由于人们知识构成、认识水平的限制，真理一开始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3 分） 

③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真理的条件性是指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

和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因此，要在实践中认识、发现、检验、发展真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题中的观点是不科学的。（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