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2021年高考 



1.分封制下的诸侯易形成割据势力,但分封制
造就了统一的文明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强国兼并弱国,周天
子权威被削弱,分封制趋于瓦解。但通过分封
制,周文化传播到各诸侯国,并通过诸侯国与
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得到扩展,从面推动了边
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 



2.宗法制被废除后，宗法观念长久影响中国社会。 

 
宗法观念指的是由宗法制派生出来的宗族(家族)

观念,以“尊祖”“敬祖”“别子为 祖,继别为宗”
为主要内容,强调“忠孝”“尊尊亲亲”“男女有
别”。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逐渐崩溃,但宗法观念

对秦以后的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都有一定的
影响。如历代皇族及贵胄的继承原则，民间崇祖、
孝悌、同族一气的宗法观念。 



3. 郡县制开创的时间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已开始
设置郡、县；秦统一六国后 ，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4.地理环境并非古代雅典民主制度形成的
决定性因素。 

 

古代雅典民主制度是在地理环境、政治
条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
素 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地理环境对古代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不
是决定性因素。 



5.《十二铜表法》的精髓是阶级妥协。 

 

《十二铜表法》是贵族和平民妥协
的产物,因此它在维护贵族利益的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平民的
利益，其精髓是阶级妥协。 



6.公民法与万民法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狭义上的罗马法指的是公民法，它适用于共
和国时期的罗马公民。广义上的罗马法 指的

是万民法，它适用于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切
自由民。公民法与万民法是就罗马法律的适
用范围而言的,是罗马法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
物，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7.《权利法案》颁布后，英国国王并非马上”
统而不治”。 

 

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

的原则，以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了国王的权
力，保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等权力，但
当时国主仍有较大的行政权，并非“统而不 

治”。英国国王真正处于“统而不治”的地
位是在责任内阁制确立之后。 



8.分权制衡不等于三权分立。 

 

分权制衡是由一种政治 、法律思想发展

而成的理论学说，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
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
重要法理。三权分立则是运用这一理论
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其被西方
国家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
现。 



9.“平均地权”并非“平分土地”。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用以解决土地问
题的纲领，其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土地
国有制,并不是平均分配土地，更不是满
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 ，但
也不唯意识形态而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
策以表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这是一.

条政治路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为打
破西方国家孤立面采取的一种策略。 它既不意味

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西方国家交往，也不意
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
一边,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永远是国家利益。 



11.《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对国家性质的规
定。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
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但其发展方向是社
会主义；1954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规定中国的国家性质是
社会主义,但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建立。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建
立。 



12.不结盟运动并非真的不结盟。 

 

不结盟运动并非真的不结盟，而是不与
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国家
结成联盟。不结盟不是消极中立，而是
积极地反对霸权主义，用和平共处代替
“冷战”，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 



13.马歇尔计划与欧洲一体化存在内在联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研究德国问题和欧洲经济重
建时，逐渐认识到西欧的联合既是遏制德国、根除德
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安全机制，又是重建西欧经
济、恢复西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遏制共产主义
的必要条件，因此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此外， 美国

和西欧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欧洲一体化可以长久地确保
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他们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
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在此背景下,欧洲支付同盟与欧
洲煤钢联营应运而生。 



14.多极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东欧剧变和苏
联解体。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只是促进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
强,其不是多极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世界朝着多极

化方向发展既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区城集团和国家追求的目标。欧洲
一体化使欧洲的力量壮大；日本加快了由经济大国向
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俄罗斯虽丧失了苏联时期超级大

国的地位，但其仍是世界强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在国际上的作用大大增强。这些区域集团与国家推动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15.多极化格局并未形成。 

 

当今世界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
特点，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但它
只是一种趋势,并未最终形成，它的

最终形成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
程。 



16.明清时期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中国并
未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在

封建专制统治下发展缓慢，自然经济仍占统
治地位。 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成长为资本主义
经济，中国并未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17.西、葡两国殖民掠夺得来的财富并没有在本国
转化为资本。 

 

严格意义上讲,西、葡早期的殖民扩张是封建性的。

从扩张的形势来看，两国早期的殖民扩张都是在
王室的支持与控制之下进行的；从扩张的结果来
看，两国都发展成庞大的封建性帝国。西、葡掠
夺的财富并没有在本国转化为资本，而是用于从
欧洲其他回家购买供封建统治阶级享乐的奢侈品。 



18.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但就整体而言，其瓦解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自
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19.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认识到
了只学习器物的不足。 

 

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在当时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华
夷之辨”,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国的近

代化。但是，中法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中的一部分人
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器物的不足，也认识到要全面学习
西方，如郭嵩焘较早地摆脱了“中体西用”模式的束
缚，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本末”观。 



20.清政府放宽对民间办厂限制的目的。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办
厂的限制,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

是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以维护
腐朽的封建统治,但这一政策客观上促进
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1.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不是由古代
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的。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
停留在传统民营手工业的水平上，近代
被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摧毁。中国近代
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
导致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运动诱导
和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下产生的。 



22.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发展迅
速，但传统经济仍属于优势地位。 

 

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虽有发展,但其
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 ，主要局限于轻工
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国经济中所
占比重较少，传统的经济成分仍占优势
地位。 



23.胡佛也对经济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干预。 

 

美国总统胡佛并非完全奉行自由放任的
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他也对
经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总体上
他还是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因此
胡佛干预经济效果不明显，甚至加剧了
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 



24.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外部帝国主
义包围和内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建
立的，它使苏联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到了
后期，因苏联领导人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没有及时调整生产关系， 该体制越来越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 



25.苏俄(联)的农业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 

 

余粮收集制适应了当时战争的需要，但超越了
生产力发展水平;固定的粮食税减轻了农民负担，

适应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集体化的实行保
障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但挫伤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苏俄
(联)的农业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 



26.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各学派互相诘难批驳,又彼
此吸收、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
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倡德治和仁
政,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法治，强调暴力统治;

道家提倡顺应自然，主张“无为而治”;等等。虽

然各学派的主张大相径庭。但它们又彼此吸收、
融合。例如,儒家学派的荀子吸收了法家学说中的
某些思想，提出“礼法并举”的主张。 



27.道家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 

 

所谓“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

为，如此方能真正取得“无不为”的效果。道家
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威逼百姓，但并不是要统治
者任何事都不管。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
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
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系列有利于社
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28.“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是

指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糅合了道家、法
家、阴阳五行家等各家思想而形成的新
儒学体系。 



29.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与明清之际带有民主色
彩的思想不是一脉相承的。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为代表
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形成
了带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
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但是它与近代民主思
想有着根本区别。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一定程度上
借鉴了明清之际思想、但其核心和主体则是西方
传入的启蒙思想。 

 



30. 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
态度。 

 

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把
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都看成是落后的，对
其进行彻底批判。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不主张一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对
其进行理性思考。 



31.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并非属于同一学派。 

 

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
两人在否定神的绝对权威强调以人为中心，
方面具有一致性，但苏格拉底不属于智者学
派，苏格拉底尊崇知识和道德，强调“有思
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