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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第一学年度高二历史假期作业 

一、单选题 

1．战国时期某思想家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材料体现了 

A．法家思想       B．道家思想             C．儒家思想               D．墨家思想 

2．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磁现象的知识和基础都是中国提供的，当西方人对磁极性还一

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和磁感应的性质了。”能为李约瑟观点提供佐证的是 

A．司南            B．火药                C．造纸术                D．印刷术 

3．某书法作品严谨之处，不失隶书的工整，而“解散”约束又综合篆法，这是对当时“隶书

天下”的一种叛离。徐缓的韵律，给人一种沉着谨严、从容不迫的艺术感受。该作品可能是 

   

A                B                      C                     D 

4．《史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程，中述殷

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枉席。”据此可知，孔子编定《诗经》旨在 

A．维护封建统治   B．弘扬传统诗歌  C．推行礼乐教化          D．维护分封制度 

5．1845年前后，在进京的湖北演员余三胜、潭志道等人的努力下，西皮和二簧终于交融在一

起，皮簧戏正式形成，京剧终于诞生了。最早的京剧就从西皮和二簧中各取一字，称为皮簧戏。

据此，京剧的形成主要得益于 

A．兼收并蓄         B．立足传统        C．注重传承         D．夯实基础 

6．历史学家陈旭麓说：“那时候，天下滔滔，多是泥古而顽梗之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

西用无所依托，他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此观点认为“中体西用” 

A．可以挽救民族危机  B．违背了时代潮流  C．促进了中国近代化  D．适合当时的国情 

7．“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近代地主阶级抵抗

派为“悉夷情”而采取的措施是 

A．著书立说                  B．派遣留学      C．考察访问             D．设立学堂 

8．“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

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的运动。”关于

这一运动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B．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C．刺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D．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 

9．历史学家沈渭滨在《困厄中的近代化》中说：“在思想上他们鼓吹民权，主张开发民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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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却提倡‘保教’，要把孔学尊为国教而顶礼膜拜。”这种做法 

A．导致了尊孔复古逆流                     B．仍属于儒家思想范畴 

C．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                     D．使得近代化步履维艰 

10．“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

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为解决此问题，孙中山提出了 

A．驱除鞑虏      B．平均地权              C．创立民国       D．民族平等 

11．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写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

神界之文学。”据此，文学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 

A．维护民主政治     B．实现文体变革      C．推翻共和政体     D．弘扬科学思想 

12．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

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在此提出 

A．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B．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C．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D．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3．2018年 12月 11日，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发表了报告，他用数据呈现了教育改革开

放 40年的历史性成就以及经验。属于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教育成果是 

A．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B．建立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 

C．提出教育应“三个面向”的思想                 D．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 

14．公元前 5世纪的古希腊智者安提丰认为：“一个人应该以他最有利的方式对待法律。在众

目睽睽之下，他应非常尊重法律。但当可以自主而又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他可以随本性驱动行

事。”这表明他 

A．不受法律约束        B．没有法律观念       C．忽视道德建设      D．崇尚法律至上 

15．“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策略是温故以立新，彰往以察来。„„总之，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

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

源。”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二者都传承创新古典文化                   B．二者都批判否定传统文化 

C．二者都理性对待传统文化                   D．二者对传统文化态度不同 

16．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道：“我将努力把权力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 以

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最符合材料思想的是 

A．人民主权是不二选择                      B．君主专制是天经地义 

C．国家利益须至高无上                      D．个人利益要合乎止义 

17．“他是一个探索者。经过一段热烈兴奋的思考和试验，似乎发现宇宙秘密。他把宇宙想象

为一个机械装置„„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转动并保持平衡。”材料中“探索者”的成就 

A．创立了经典力学的体系                    B．打破了封建创世的理论 

C．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                    D．揭示了正确的时空观念 

18．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说：“从法拉第发现后到爱迪生的应用，中间隔了五十年， 并

非由于科学或技术的滞后，而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十九世纪中叶还无 法可以使

得有组织地利用科学的意图达到能生利的阶段。可是一旦达到这个阶段，也 就无法遏制它。”

贝尔纳旨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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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科学技术推动了经济发展                     B．科技应用取决于社会经济 

C．科技滞后阻碍了社会进步                     D．科学理论滞后于社会发展 

19．没有固定的形式，它的特点是故意打破时空顺序，大量运用梦境，心理时间，黑色幽默及

魔幻、意象、象征和意识流等手法去表现生活和人的性格。与此风格相近的作品是 

 

A                  B               C                      D 

20．秀兰・邓波儿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

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宣称：“只要我们国家还有秀兰・邓

波儿，我们就会没事的”。材料表明 

A．电影影响社会生活                        B．电影淡化经济危机 

C．电影推动政治变革                        D．电影推动经济发展 

21．下列中外文学作品中，具有典型浪漫主义风格的是 

①《离骚》  ②《诗经》  ③《巴黎圣母院》  ④《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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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这个时代是欧洲社会人的精神和个性大释放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自由竞争的新局面，

启蒙理想的破灭，使这一时期的人处于与失望的波峰浪谷之中，释放并表现自我成为一股潮流，

这股潮流折射出的流派作品是 

A.《巴黎圣母院》     B.《人间喜剧》      C.《等待戈多》    D.《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3．在 20世纪 50年代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文学流派“愤怒的青年”。这些人对于当时西方社会

的种种现象感到不满，进而进行批判，对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势利表示厌恶。在美国也流行“垮

掉的一代”文学，辐射了美国当时一大批年轻人的心态。这些文学流派 

A.均带有反传统、反社会的色彩             B.违反了文学创作原则和写作手法 

C.反映了青年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D.采用抽象、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 

24．“在他们笔下，充满了对城市文明的诅咒，往往对城市生活的丑恶、庸俗卑下的描述，只

是为了衬托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借以寄托对自由的理想。”由此可知，“他们”的作品 

A．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                    B．如实地揭露社会黑暗 

C．宣扬了理性主义精神                    D．体现了对完美的追求 

25．16世纪，西班牙医生赛尔维特因解剖人体进行血液循环研究，被宗教裁判所火刑处死。

而达尔文在 19世纪中期相继发表《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虽遭教会激烈反对，但并未受

到教会的人身迫害，其原因在于 

A．进化论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B．教会失去原有权威 

C．进化论被证明是科学理论                 D．教会实行宽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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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题 

26．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图 1 

图 1：梭伦在改革前的辩论梭伦担任执政官准备改革前，许多贵族纷纷表示反对，梭伦不

得不多次与其辩论；同时，社会上大量平民也表示了对改革的担忧。为此，梭伦说：“我给了

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亦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

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让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面前，不

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有优势。” 

——摘编自《世界通史》 

材料二   

 

                                        图 2  

图 2：商鞅舌战图商鞅曾为推行变法而与秦国大臣进行辩论，其中甘龙、杜挚都向秦孝公

进言，反对商鞅实行变法。甘龙说：“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

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

下之议君。愿孰察之。”杜挚说：“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

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三    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尤以务本之故，

倾邻国而雄诸侯。                                          ——《汉书·食货志》 

材料四  （迁都洛阳后）高祖（注：孝文帝）曰：“今恂（即太子）欲违父背尊，跨据恒

朔（今山西大同、内蒙古河套一带）。„„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

人。                                                             ——《魏书》 

材料五  （司马光）请更张新法，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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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任使，遂至民多失业，闾里怨嗟。„„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

业，穷愁无告。”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六  （王安石）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及其得志，专以

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

公私皆病矣。                                              ——苏辙《栾城三集》 

（1）根据材料一，雅典的部分贵族和平民为什么会反对或担忧改革？对此，梭伦的政治理念

是什么？试举两例符合这一政治理念的改革措施。 

原因：改革会使本阶层利益受损。公平思想（或答折中、中庸思想） 

如颁布“解负令”；确立财产等级制度，分享政治权益；建立四百人会议。 

 

（2）根据材料二，甘龙、杜挚等人反对变法的主要原因何在？变法能顺利推行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对商鞅变法的哪些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 

变法危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或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 

最高统治者（秦孝公）的支持； 

废除井田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3）根据材料四，高祖（孝文帝）对太子（恂）的处理说明了什么？ 

改革面临着阻力（或鲜卑贵族甚至家族成员反对）； 

孝文帝推进改革的坚强决心。 

（4）根据材料五、六，分析王安石“新法”遭到废除的原因。 

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对；（主要原因） 

新法在执行中存在着危害百姓的现象； 

变祖宗之法，遭到保守派阻挠。 

（5）综合以上材料，你认为为此作为一名改革者应坚持怎样的态度？ 

坚定不移的变革决心；灵活的改革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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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梭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调节各阶层的政治权利。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

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的平民，

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材料二  梭伦还必须面对雄心勃勃的新贵——那些人来自平民家族，对所谓“好父亲”

集团的世袭贵族垄断特权耿耿于怀。 ——（美）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 

材料三  （梭伦）仍然把保卫法律的职责授予阿勒俄琶菊斯议会（长老会议），这个议会

仍旧是宪法的监察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惩处罪人尤其有最高的权力，

无论是罚金或是判刑。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梭伦为实现“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所采

取的措施。 

措施：废除债务奴隶制，让这部分平民获得人身自由； 

使他们能够参加公民大会，获得议政的权力； 

赋予他们选举权（或表决权） 

（2）材料二中的“新贵”指的是哪个阶层？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从权利分享和转

移的角度，指出梭伦是如何缓释他们的“耿耿于怀”的。 

阶层：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缓释途径：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设立四百人会议； 

部分司法权转移到陪审法庭； 

最高决策权转移到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议.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梭伦改革影响的认识。 

认识：梭伦改革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平民获得参与国家政权的权利（或为雅典民主政

治奠定基础；）梭伦改革保留了贵族的一些特权（或贵族政治没有彻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