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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阶段性测评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上午 7:30-9:30） 

说明：本试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 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满分 150分。 

第 I 卷(选择题共 75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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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答题栏内。 

 

1. 中国古代讲究“同姓不婚”，据下图判断 

 

A. 晋燕两国可以通婚                                          B. 燕宋两国不能通婚 

C. 晋鲁两国可以通婚                                          D. 燕齐两国可以通婚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根据亲族、姻亲、功臣、前朝遗民的类型来看，晋、燕、鲁均为同姓封

国，不能通婚，齐和宋属于异姓封国，可以与姬姓封国通婚。 

2. 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成熟的继承制度，但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常常出

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出现了许多白痴皇帝或幼帝，造成了朝政混乱。这反映了 

A. 君主权力受到挑战                                          B. 皇权至上带来的后果 

C. 中央集权遭到削弱                                          D. 嫡长制影响社会稳定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皇权至上的含义，虽然皇帝上台，但由于其年幼、智力不足等原因，其实权真正掌握在控制这些

皇帝的人手中，即宦官外戚等，这些人才是实际的实权掌控者，等于攫取了最高权力。 

3. 刺史是汉武帝时设置的监察地方的官员，西汉后半期其权能有所扩大，到东汉后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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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A. 中央集权促成地方行政制度变迁                              B.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越来越弱 

C. 监察官位卑权重的特征得以改变                              D.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后世所沿用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加强地方削弱中央，刺史本是地方检察官员，后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皇帝在地方创设的制度

实则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为中央集权服务。 

4.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由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和掌权的状况，隋唐确立了科举制之后，基本纠

正了这一状况。这一变化说明科举制  

A. 是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制度                                  B. 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C. 完善了朝廷选拔官吏的机制                                  D. 导致了世家大族势力的衰落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容易造成世家大族对选官的垄断，而科举制则是通过才学选官。

选择的官员也是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服务，杜绝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5. “省”这一名称起源甚早，最初是官署名，如中书省、尚书省等，设在宫禁之中。元朝时，在全国重要地带设立

行中书省，作为中央行政机关中书省在外地的代理机构，亦简称为省。据此推断，行省的设置 

A. 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                                       B. 体现了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化 

C.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D. 破解了“藩镇割据”难题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元朝在地方设行省，也是于地方创设的政治制度，因为通过在地方创设制度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

地方来看，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6. 《礼记•王制》记载：农户帮助耕种公田，私田就不再纳税；公家分配的农田和宅地不准出卖。对这一记载所涉

及的土地制度评述正确的是 

A. 是国家抑制土地兼并的手段                                   B. 铁犁牛耕成为主要耕作方式 

C. 这种制度具有公私二重性质                                   D. 土地商品化的趋势非常严重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商周土地制度，即井田制。在井田制的大环境下，国家为了让农户安心劳作不至于公田荒废，对

私田也制定了相应宽松的政策，不是绝对严厉的实施，因此有公私二重性，也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7. 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会盟，盟约规定各诸侯国要“无忘宾旅”、“无遏汆”，即要保客商、不阻碍粮食

流通。这反映出当时 

A. 粮食是各诸侯国争夺的主要目标                               B. 诸侯争霸方便了商人的活动 

C. 商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                               D. 求富重利成为各诸侯国共识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诸侯争霸事情的各国政策。从齐桓公的盟约来看虽然各国征战不休，但是对于商人贸易建议各国

不要阻碍，可见各国对于商贸利益还是很重视的。因此求富重利成为各国的共识。 

8. 中国古代的租佃制不断发展变化，从地租这一角度来看，就经历了由实物地租向货市地租、分成租向定额租的转

变。这一转变反映出 

A. 佃农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                                   B. 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 

C. 租佃关系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D. 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加快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地租在不同时代的变革。通过对地租种类的描述可以看出佃农在生产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也可以间接看出佃农在劳作中受地主控制有所减小，而生产经营自主权则越来越大。 

9. 下表所列内容为中国某朝代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据此判断该朝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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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宋朝的相应知识点。从海外贸易繁荣和儒学思辨化得理学均可以看出是宋朝。 

10. 明朝有人描述当时情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

北。”这反映出当时 

A. 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B. 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 

C. 区域性商帮的出现                                           D. 跨区域贸易迅速发展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材料的分析理解和明朝商品经济的相应知识点。通过材料看出南方卖往北方和北方卖往南方的

商品都很多，因此可以看出我国跨区域贸易的一种繁荣发展。 

11. 《阅世编》里记载（晚明上海）标布（一种优质棉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万计„„以

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据此可知当时 

A. 商人社会地位提高                                           B. 政府鼓励商业发展 

C. 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D. 棉布成为主要衣料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出富商巨贾前来的目的是一种优质棉布，因为此状况才使得中间人奉其为王侯，甚至商家

竞争紧张，此皆为棉而起，因此可以看出是因为棉布需求大，已成为主要的衣料。 

12. 明清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型的工商业城市，与传统市镇相比其主要的区别是 

A. 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不同                                       B. 城市的密度前所未有 

C. 城市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D. 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  

【答案】A 

【解析】明清工商业城市和宋代市镇相比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分布也更为密集，并且是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才出现

的，经营种类也较为广泛，因此可以看出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并不相同。 

13.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

（偷偷的察看）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韩非子在此强调的是 

A. 人性恶前提下的君臣之道                                   B. 推行改革变法的重重阻碍 

C. 加强中央集权的艰难过程                                   D. 贵族政治体制的多种弊端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出，韩非子认为君臣双方都是在不完全亲密的关系下来与对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君主不

信臣，臣不完全明白君主心思。这是无法避免但又必须克服的问题，因此君臣之道是建立在人性恶前提下的。 

14. 有学者认为，汉代儒学开启了儒学神学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进程，其试图努力去把儒家从讲起来很

好听的比较迂阔的理论变为可以运作的东西。这说明汉代儒学 

A. 继承了先秦儒学的神学思想                                   B. 吸收佛道思想而阐释儒学 

C. 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                                   D. 契合时代要求而重新整合 

【答案】D 

【解析】汉代儒学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适时的融合了各家学说受到汉武帝推崇，因

此，其实契合时代的重新整合的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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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古人对女性的评价，唐以前推崇美女，四大美女都是唐以前的人物，而宋以后则更多的推崇才女。导致这

一变化的最合理因素是 

A. 社会的进步             B. 理学的兴起               C. 女权的发展            D. 教育的发展 

【答案】B 

【解析】通过材料看到宋代是关键词，而宋代程朱理学是对儒学的一种思辨化宣扬，宋代推崇才女，与此有着很大

的关系。 

16. 黑格尔评论某一思想:“希腊英雄们都是出现在法律尚未制订的时代，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创造者，所以正

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他们制订出来的，作为和他们分不开的个人工作完成的。”据此判断，黑格尔评论

的是 

A. 智者学派                 B. 苏格拉底                  C. 柏拉图                D. 亚里士多德 

【答案】A 

【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见关键词法律和道德的制定，智者学派提倡“人是万物的尺度”，否定神的权威，宣扬人

的主观感受并且制定法律和道德，因此描述的正是智者学派这个群体。 

17. 亚里士多德提出，一切政体都要有三个要素：其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构，其二为有关公务执行的行

政机能，其三为审判机能。他认为“如果三个要素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机构”。亚里士多德

的上述观点 

A. 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真实写照                                B. 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的理论 

C. 关注到政治统治的制度化问题                            D. 反映了城邦居民的共同愿望 

【答案】C 

【解析】从亚里士多德的话可以看出，需要三个机构进行共同对国家的管理，雅典民主没有行政机构，不选 A，材

料也没有体现权力的制衡不选 B，而城邦人民也尚且没有如此高的认知，排除 D，故而选 C。 

18. 罗马法学家把古希腊的自然法哲学注入法律，例如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

的权利，他们认为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准则。据此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罗马法继承了古希腊的法律条文                            B. 自然法是与自然有关的法律条文 

C. 罗马法的制订遵循了自然法原则                            D. 体现了罗马法司法程序的进步性 

【答案】C 

【解析】这道题主要对材料进行分析，罗马法是遵循了一些自然法的原则，但这些并非古希腊法律条文和自然法法

律条文，材料也并未看出罗马司法的进步性所在，故选 C。 

19. 政权组织形式是指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以及国家权力的实现或运作机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逐渐形成了一

系列运作原则，其中有一条“由谁产生对谁负责”。据此判断，符合这一原则的是 

A. 英国的首相和议会                                        B. 美国的总统和国会 

C. 英国的国王和议会                                        D. 德国的首相和议会 

【答案】A 

【解析】通过所学知识可知，英国是议会选举首相，首相对议会负责，而美国总统需对人民负责，德国首相只对国

王负责。故选 A。 

20.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 1640 年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的事件开始，到 1688 年詹姆斯二世退位的事件结束，历时

近 50 年，但最终的结果却并未“革了国王的命”，反而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对此的合理解释是 

A.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B. 王权势力的壮大 

C. 英国政治传统的影响                                    D. 人民群众的要求  

【答案】C 

【解析】之所以保留君主而不取消帝制，主要还是因为英国王室在整个英国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民心中对君

主的存在也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认同。英国君主立宪制适应了人民的需要，也结合了相应的历史传统，而并非其他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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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与合众国缔结的条约或将要缔结的条约，概应成为全国的最高

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这一

规定体现了 

A. 联邦制原则                                            B. 分权制衡原则 

C. 共和制原则                                            D. 各州自治原则 

【答案】A 

【解析】这道题比较简单，通过对材料理解，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各州拥有的权力和应尽的职责，可以看出这是联邦

制。 

22. 《地理大发现探幽》中评价新航路开辟时指出：“它让各地出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动植物新品种，改变了大陆的

生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尤其是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其观察视角立足于 

A. 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整体                                B.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 

C. 物质文明改变了政治文明                                D.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答案】D 

【解析】从材料不难发现，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和饮食起到了很大的变化，同时通过买卖的新物种也

开始增多，所以立足的角度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23. 从 16 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曾先后活跃于世界舞台上，但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确立了海上霸

主地位。导致英国“后来者居上”的最主要原因是 

A.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经济的发展 

B. 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增强了英国的实力 

C. 葡西荷缺乏保持高速扩张所需的资源 

D. 紧邻大西洋的英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答案】A 

【解析】题中问到最主要的原因，一般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都应该从经济中去寻找，因此英国自

身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是其成为海上霸主最重要的原因。 

24. 某一历史时期“西欧国家在生产活动中的动力来源率先实现了从动植物向矿物的转变”，据此，与这一时期相符

的生产组织形式是 

A. 家庭作坊               B. 手工工场                 C. 工厂制度                D. 垄断组织 

【答案】C 

【解析】通过材料动植物向矿物转变可以看出是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而进入了“蒸汽时代”，出现的新的

生产组织形式正是工厂。 

25. 有学者在评论 17 至 18 世纪的法国人时指出，“他们除了土地、保险箱、他们自己所控制的企业或他们认为自己

懂得的企业以外，畏惧把自己的储蓄投入任何事业”。据此分析，19 世纪法国工业落后的原因是 

A. 人们落后的价值观念                                     B. 工商业资本严重缺乏 

C. 缺乏大批自由劳动力                                     D. 君±专制軟体的束缚 

【答案】A 

【解析】这道题从材料理解可知，法国人只是把钱投到他们擅长并懂得的行业中，因此导致法国经济发展滞后的原

因是未知区域并不受他们重视，这是由于法国人民价值观落后不敢勇于创新而导致的。 

26. 下表为 1820〜1913 年主要工业国家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表（％），对此表解读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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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国的工业发展始终呈现为倒退状态 

B. 独立战争促进了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 

C.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开始发展工业 

D. 科技水平是影响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答案】D 

【解析】本题用排除法，首先 A，法国工业比重有所下降不代表工业发展倒退，B，美国工业迅猛发展是由于南北

战争而不是独立战争，C，德国开始发展工业的说法本身错误。因此选 D，各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原因是因

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由于科技水平发展而推动的。 

27.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主要反对的是神秘主义和教会的腐败，而不是基督教。它不像其它宗教一样往往把

崇拜对象具体化，而是将上帝作为抽象的存在。”这段话旨在强调 

A. 宗教改革改变了基督教的信仰对象 

B. 基督教思想与神秘主义的辩证统一 

C. 基督教思想与理性精神的内在关联 

D. 宗教改革推动了资产阶级思想解放 

【答案】C 

【解析】材料关键词，“它不像其它宗教一样往往把崇拜对象具体化，而是将上帝作为抽象的存在”可以看出人们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建，愚昧的思想影响，甚至不敢明确认知上帝的抽象存在，而宗教改革宣扬“因信称义”肯定

人自我的价值实现和上帝存在的抽象性，希望人民思想有所解放，进而追求科学与自由，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的核心。 

28. 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在 18 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

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这表明 

A. 中国制度符合启蒙思想家的设想  

B. 启蒙思想家吸收了儒学合理成分  

C. 中国已经成熟实施开明专制制度 

D. 启蒙思想和儒学有共同的价值观 

【答案】B 

【解析】启蒙思想家之所以能够使儒学在其启蒙思想中发挥作用是由于其信奉儒学中非神论存在的观点，这一点似

的启蒙思想家和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结合，以此来达到其宣扬“理性主义”，反对君主专制的目的，因此是由于

其吸收了儒学中的合理成分。 

29. 恩格斯认为《物种起源》“写的简直好极了”，马克思也曾经几乎“有好几个月不谈论什么其它的东西，而是谈

论达尔文和他发现的革命力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组织结构、阶级层次，可以用生物学中的生存斗

争加以说明。这表明进化论 

A. 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创造条件                                   B.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 

C. 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整合                                   D. 适合了不同认知群体的需求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是比较推崇《物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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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原因就在于其书可以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们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多个的认可，可见达

尔文的《物种起源》是适应了不同阶层需求的。 

30. “它排斥虚无缥渺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

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番言论反映的文学流派 

A. 热情的讴歌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B. 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大发展 

C. 以独特的个性化视野描绘感觉 

D. 强调真实客观的再现典型人物 

【答案】D 

【解析】通过材料关键词“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可以看出，客观真实的反应才是

这部分文学家所宣扬的，因为其不需要虚幻，而立足于现实，客观的反映。 

 

 

 

 

 

 

第 II卷(非选择题共 75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75 分。 

31. （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

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

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 

——摘编自《春秋•公羊传》  

材料二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

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 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

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阀文，而

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摘编自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

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无）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

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大一统”思想的内涵。（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大一统”国家形式在战国时期面临的困境。（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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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以后维护“大一统”的制度保障。（4 分） 

【考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夏商西周的封建制度•秦到清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遵从西周宗法制确立的封建秩序；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周礼为行为总则；遵从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度。

（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宗法体系和周礼的崩溃；西周贵族群体沦丧。（4 分）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度。（4 分，任答 2 点即可） 

 

32. （1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  

材料二  盖惟州县痒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讲道。 

——摘编自《中国书院史资料》  

材料三  宋代江西书院有 149家，为全国之最。其中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还被公认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 

——摘编自俞兆鹏《宋代江西文化繁荣的原因》  

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贵之于身焉……熹窃观古昔圣

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

祿而已也。 

——摘编自《白鹿洞书院揭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兴起的原因。（6 分）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的特点。（9 分） 

【考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儒家思想的演变。 

（1）重文轻武的国策；对士大夫及文人群体的宽容和尊重；科技制度取士数量大增；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文人

群体的努力开拓；唐代书院奠定基础。（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传播理学思想；社会教化，稳定社会秩序；弥补官学的不足；书院兴建数量多，影响范围广；书院的各种规

章制度逐渐完善。（9 分，每点 2 分，任答 4 点即可） 

 

33. （18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法国）在与欧洲其它强国的争霸过程中，特别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法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

长。由于法国特有的理想化的思想基础和浪漫的文化特征，也由于法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法国没有选择渐进式的

现代化方式，而是采用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手段，用激进革命的方法实施政治现代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摘编自钱乘旦《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二  与西欧许多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直到 19世纪初才真 正开始向现代的迈进。在

德意志的现代化启动和展开过程中，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其中的远见卓识者为了维

护传统统治体制，一再適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促进现代化，由此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 

——摘编自钱乘旦《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三就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而言，美国的历史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记录。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移民及其

后裔力图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模式重建社会；然而，北美不同的环境和其他条件，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

对来自母国的观念、制度和方式加以创造性的转化，逐渐建成了一个与母国不完全相同的社会。 

——摘编自钱乘旦《现代化历程•北美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法国政治现代化以革命方式展开的“理想化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和现实

传统”各指什么？ （4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普鲁士在德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主导作用，并且分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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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是如何“维护传统统治体制”的。（6 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的“创造性转化”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成功的记录”。（6 分） 

（4）综合上述材料，指出影响近代欧美各国不同政治走向的共性因素。（2 分） 

【考点】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度的建立：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共和制•法国民主共和制•德国二元制君主立宪

制。 

（1）思想基础：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展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等激进主张广为流传。（2 分） 

     传统：法国是欧洲大陆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专制王权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2 分） 

（2）主导作用：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颁布 1871 年宪法，确立了半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4 分） 

维护传统：继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由容克和君主掌握实权、行政权控制立法权。（2 分，任

答 1 点即可） 

（3）建立总统共和国；颁布成文宪法 1787 年宪法；确立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6 分） 

（4）伸手历史传统和国情的影响。（2 分） 

 

34. （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千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一个新型企业家只有性格

异常坚强，才能避免丧失忍耐自制，避免道德上和经济上的败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给他力量，去克服无穷

无尽的障碍，首先是现代企业家所必须做的强度无限的工作……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增加在财

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强了财富……劳动是一种天职、是

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定性的唯一手段。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材料二  长期以来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工业革命时都准备以技术为中心，即便今日这种单项式解释不那么时兴时，

也很少有人愿意完全否定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最先进的技术一般来说，只要哪个国家想要它，它就可以得到它，

但多数国家却仍然落后，因为他们不要这些技术……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愿接受先进技术必然会带来的社会改组，

不允许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以图大规模运用这些技术。 

——摘编自弗林《工业革命的起源》  

材料三  从 17 世纪末开始，一种追求和进取的精神开始在全英国弥散，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鼓励，结果就激发了

人的创造力，引发出技术大革命，这是工业革命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作为这种追求的结果，英国在物质财富的

生产方面发生突飞猛进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率先跨进了“工业民族”的行列。 

——摘编自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工业精神的主要内容。（6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精神发端于英国的原因。（6 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精神对英国的影响。（4 分） 

【考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开展。 

（1）“合理牟利”的精神或赚钱要合乎理性和道德；节俭禁欲、精打细算的生活态度；以劳动为天职的观念；进去

开拓、勇于创新、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珍惜时间、公平竞争的社会风气。（6 分，任答 3 点即可） 

（2）光荣革命后，确立和完善君主立宪政体；市民阶层的迅速发展或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宗教改革后，新教主

义鼓励基督徒发财致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6 分，任答 3 点即可） 

（3）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推动了英国的城

市化进程。（4 分，任答 2 点即可） 

 

35. （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中国实质上的停滞被表面上的繁荣遮盖了，明清两代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总产量增加了，民间手工业普遍

建立，商品交换的数量品种明显增加，商路的扩展与市镇的崛起又使市场容量倍增。但与此同时，生产工具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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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人均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相反，人口大量增加，租税负担加重，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总之，这是一

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增长，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数量上的膨胀。 

根据安古斯•麦迪森教授的分析，公元 1300〜1500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公元 1500〜1800 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1800 年以后，准确的说，

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渐变为落后的国家。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中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悖论”展开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证严密，

表述成文，富有逻辑。） 

【考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 

评分说明：答案一、二最高 8 分，答案三最高 12 分。 

答案一：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是不断发展的。 

答案二：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答案三：从纵向对比看，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是不断发展的；从横向对比看，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处于相

对停滞状态。 

主观性试题，学生所答只要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