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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江苏省仪征中学第二学期 

五一假期检测（教师版） 
一、单选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题 3分，共 45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1)秦始皇去世后，

赵高、李斯发动政变，扶立胡亥，残害诸王子公主，就连和将军蒙恬一起在北边统领重

兵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也无力反抗。这一历史现象折射出当时(  ) 

A．国家权力依据血缘关系建构         B．宗法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削弱 

C．郡县制度有效防范地方割据         D．军政大事均由三公朝议而定 

2.(2014·江苏徐州一模·4)嘉靖年间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

张先生(内阁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

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化直接反映了明代(  ) 

A．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现实          B．宰相权力持续遭到削弱 

C．宦官与内阁首辅矛盾尖锐          D．君主专制统治日益强化 

3．(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2)下表反映了汉

代农业生产的部分情况。据表中信息推断合理的是，汉代(  )  

记述  出处  

赵过“用耦犁，二牛三人。”  《汉书·食货志》  

二牛曳引，前有一人拉着牛辔导牛，后面一人扶犁耕作。  王莽“新朝”牛耕画像石  

二牛驾犁，一人扶柄耕作，但无牛环牛辔和牵牛人。  东汉牛耕壁画  

A．普遍使用耦犁耕作             B．铁制生产工具推广 

C．犁耕技术不断提高             D．铁犁牛耕普及全国 

4．(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7)历史学者马勇

认为此战“让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

自信丧失殆尽。此后，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政治新秀相继出场，由

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剧，近代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成为思想主流，一浪

高过一浪。”这场战争应该是(  )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5．(2020·江苏扬州高三下学期阶段检测二·10)中共中央在 1924 年 10 月通过的决议中指

出，目前国民党中有许多反动的右派分子，军队中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

的革命分子，所以国民党根本不能采取革命的军事行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当时(  ) 

A．国民大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B．中共已经找到民主革命新道路 

C．国共合作缺乏相应的政治基础       D．中共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 

6．(2020·江苏扬州高三下学期阶段检测二·12)山西省阳泉市有一座战争纪念碑，主碑高

40 公尺，寓意战争发生的年份；主碑与副碑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箭头，直指正太(石太)

铁路，寓意当年这场战争以破袭该铁路拉开序幕。此战役(  ) 

A．根本扭转了抗战初期的不利局面    B．是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战役 

C．取得了自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D．粉碎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 

7．(2020·江苏常州教育学会高三上学期期末·9)1937 年 8月 22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18

军少将旅长的蔡炳炎从常州奔赴前线前，写信给妻子：“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

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此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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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 

B．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丧失大半国土 

C．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抗日 

D．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正在筹建“伪满洲国” 

8．(2020·江苏南通、泰州一模·15)18世纪中，因为党派政治的影响，英国内阁大臣更加

听命于下院。所以，在国王任命大臣时，受议会支持的大臣往往会提出一些前提条件。

1746年和 1757年，乔治二世就不得不接受自己并不喜欢的大臣。这说明当时(  ) 

A．英国国王失去行政大权           B．议会有权任命内阁大臣 

C．内阁依旧为国王所控制           D．大臣已是议会的代言人 

9．(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16)关于俄国二

月革命，苏联时期的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20世纪 90 年代，

俄国一些学者提出二月革命后各地几乎没有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地方的实际权力没有

转到临时政府新任命的委员手中。这一变化反映出(  ) 

A．观点越新越接近历史真相           B．苏联时期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 

C．历史认识受到时代的影响           D．详实史料会得出正确历史评价 

10．(2014·江苏苏州高三期末·7)下列对《晚清政府财政收入结构表》(数额单位：万两)

所含信息的合理解读有(  )  

年代  
农业税收入  工商杂税收入  其他收入  总收入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1849  3281  77%  969  23%        4250  100%  

1885  3071  40%  3923  51%  714  9%  7708  100%  

1911  4810  16%  20441  69%  4445  15%  29696  100%  

注：工商杂税收入包括：盐课、关税、厘金、官业收入、杂税等。(其中关税 1841年约

420万两；1887年 2054万两；1911年 3617万两。)  

①农业税数额变化不大但比重迅速下降，小农经济逐步解体  

②税收主体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近代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③洋务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并发展，工商杂税收入上升  

④中国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外贸易发展使关税增加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11．(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19)1960 年，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德首脑会谈中说：“一个联合的欧洲将是一个民族的、国家的联盟，

现存的共同体将被合并进去，防务将是合作的主题之一，因此北约应该根据欧洲人自己

的倡议进行改革，以结束这种防务不给欧洲人任何责任的一体化局面。”这表明(  ) 

A．法国主张通过欧洲合作挑战美国        B．美欧军事政治同盟关系瓦解 

C．欧洲共同体不利于对抗美苏控制        D．法德抵制美国构建单极世界 

12．(2020·江苏南通、泰州一模·19)下表列举了中法建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表中信

息折射出(  )  

1950年 1月  法国准备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坚决反对  

1950年 6月  法国决定暂时放弃对承认新中国的考虑  

1963年 12月 12日  中法双方在瑞士举行建交谈判  

1964年 1月 21日  美国政府照会法国政府，反对法国同中国建交  

1964年 1月 27日  法国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  

A．北约组织逐渐解体          B．西欧向政治一体化迈进 

C．美国冷战政策破产          D．西方集团内部发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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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0·江苏南通、泰州一模·13)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书序中写道：“我们今天的十二亿

炎黄子孙，也同样怀有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可惜我们中华民族驱体上还保留

有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毒瘤，面积虽小，痛苦却大。前年，香港回归了„„从此以后，

我们真正是金瓯无缺，神州大地焉能不载歌载舞、普天同庆呢？”据此推断，该书序应

作于(  ) 

A．“一国两制”提出之初      B．澳门回归祖国之前 

C．“九二共识”达成之时      D．两岸实现停火之际 

14．(2020·江苏南通、泰州、扬州、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七市二模·12)农村生产资

料的所有权归合作社，劳动生产集体统一安排，劳动成果在优先完成国家任务、集体积

累之后实行按劳分配，合作社内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一定限制。与这一经济形式

特征直接相关的是(  ) 

A．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B．“大跃进”运动的掀起 

C．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        D．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 

15．(2020·江苏南京、盐城一模·13)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

转向实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1986 年，国务院提出“推行多

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材料表明当时(  ) 

A．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B．经济发展新模式在逐步探索 

C．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改变        D．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已经确立 

 

二、材料阅读（本题共有 5 小题，16 题、17 题、18 题每题 11 分，19 题 12 分，20 题 10

分。） 

16．(2020·江苏南通、泰州一模·21)(11 分)两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瞩

目的变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宋代沿袭了晚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对合法的私人土地买卖不加干预，土地买卖

愈益盛行，“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地主阶级的升降沉浮波动频繁。租佃制历五代

而到北宋跃居主导地位，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地主土地的耕作，要按照契约的规定，保

证缴纳所规定的地租，否则官府便要干预。佃农不仅拥有迁移的自由，还可以受他人的

雇佣而非地主的私属。各种分成制的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役，佃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主动

性去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宋朝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

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

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

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国家对社会控制相对松弛的表现，并简析其社会影响。(6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概述宋代社会观念的变

动。(5分) 

 

【答案】(1)表现：土地买卖基本不受官府干预；官府对农民的限制松弛。(2分)社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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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地买卖盛行；贫富更替普遍，社会流动频繁；农民受到的人身束缚减少；农民生

产热情提高；推动农业经济发展。(4分)  

 

(2)主要原因：农业经济发达；官府放宽商业限制。(2分)变动：“贱商”观念改变；婚

姻论财；门第观念淡化。(3分) 

 

17．(2019·江苏“百校大联考”高三第二次考试·22)(11 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我

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临时约法》的制定机关参议院代表的广泛程度颇为不同：参议院到院议员人

数为 49人，其中同盟会成员占 38人，占比为 77．55%；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经历的为 40

人，占比 81．67%；42名已知出生年份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有 37人，占比 88．10%，

35 岁以下的有 30人，占比 71．43%。这些人有革命的热情，有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

在制定约法时，意见往往“高度一致”。  

——摘编自陈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比美国 1787年宪法更进步吗》  

 

材料二 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是为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标志。但规定的责任内阁

制并不完备，其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孰为最高行政中枢。由于

总统府和国务院都被赋予了相当的行政权，而《临时约法》又“并未说明内阁是对总统

或是对议会承担责任”，于是导致了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二元化政体格

局。„„从民初政治的实践上看，斯时真可谓政争不断。  

——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临时约法》制定者的构成特点。(4分)  

 

(2)据材料二，概括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5 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认为国家进行政治制度顶层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2分) 

 

【答案】(1)特点：同盟会成员占多数；学习西方民主制度；以中青年为主；参与人数少；

缺乏广泛性。(4分，任答四点即可)  

 

(2)特征：实行责任内阁制，二元化政体格局。(2 分)影响：该政治体制是近代中国政

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但未能真正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职权不明，造成政争不断，政局动

荡不安。(3分)  

(3)原则：坚持民主、法治至上、适合国情。(2分，言之有理即可给分) 

 

18．(2020·江苏南通、泰州一模·23)(11 分)新中国的重大对外战略决策与冷战进程存在

同步，日益灵活务实，不断走向成熟。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和与美国对抗，是中共领导人当时

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中做出的反应，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便加入苏联阵

营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并因此而进入冷战的两极体系和对抗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  

 

材料二 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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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提出了

“一条线”的思想，其主旨是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至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得到改善。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材料三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

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

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

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

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中共中央确立“一边倒”战略时的国际格局。结合建国初期的历史，

简述中国“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和与美国对抗”的事实。(3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20世纪 70 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及重大外交成

就。(4分)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政策的内涵，归纳这一政策对

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4分) 

 

【答案】(1)国际格局：美苏两极格局。(1分)事实：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结盟；抗

美援朝。(2分)  

(2)变化：与美苏两国同时对抗到联美抗苏。(2 分)成就：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2分)  

(3)内涵：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行全方位的独立自主。(2 分)影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迅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2分) 

 

19．(2019·江苏南京、盐城一模·23)(14分)有人认为冷战是“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抗”。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

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也就变得更复杂、更危险。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一个又一个危机

接踵而来。行动和反行动最终以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而达到顶峰，欧洲也就和德国一样

被冷战一分为二。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

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

军事冲突。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斗争而不兵戎相见。„„冷战使美国在

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显著的美国霸权。同时，美

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

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比较强

劲的经济竞争对手。  

——摘编自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国际“权力关系再调整”的主要原因，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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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苏“行动和反行动”的主要特点。(5分)  

 

(2)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就“冷战与美国霸权”为主题写一篇小论文。(7 分)(要

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字左右) 

【答案】(1)原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冲突。(2分)特点：军事对峙但不

付诸战争；政治对抗但保持和平共处；经济割据并形成两大对抗市场。(3分)  

(2)  

9分  论点方面(2分)  论据方面(4 分)  论证方面(1 分)  

一等  

美苏冷战使美国确立世界

霸权，但其霸权地位也受

部分削弱(2分)  

(1)使美国确立世界霸权。  

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

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

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通过

操纵联合国、推行杜鲁门

主义，确立政治霸权；建

立并控制北约，成为军事

霸主。(2分)  

(2)霸权地位受部分削弱。  

美苏长期对抗，也消耗了

美国实力，动摇了霸主地

位；扶持德国和日本复兴，

形成美日欧三足鼎立局

面，冲击美国经济和政治

霸权；冷战背景下的局部

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

争)拖累了美国，削弱了其

霸权地位。(2分)  

层次分明；史论结合；逻

辑严密；表达流畅(1分)  

二等  
论证过程中提出观点；简

单抄材料(1分)  
按点给分  

层次较分明，史论能结合

(1分)  

三等  观点片面(1分)  按点给分  
要点式列举  

(0分)  

四等  论点不合理；无论点(0分)  按点给分  
要点式列举  

(0分)  

 

 

20．(2014·江苏南京三模·25)【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0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我们在体力和健康方面就可以

看到，锻炼过多或过少都会损害体力。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都会损害健康。唯有适

度才能造成健康，并增进和保持它们。对于节制、勇敢以及其他德性也是如此。„„节

制和勇敢是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而为中道所保全。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材料二 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但谁要是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

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由于相互牵制，人人都不能按自己所认可的准则行

事。这是十分有利的，因为人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就无法对植根于每一个内心的鄙陋和

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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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材料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学就是应用伦理学。„„真正的政治家都要专门地研

究德性。  

——晁乐红《中庸与中道》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亚里士多德中道伦理学的观点。结合所学，指出其关注的对象。(3

分)  

 

(2)据材料二，概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产生这些主张的时代背

景。(5分)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政治主张的内在联系。(2分) 

 

【答案】(1)观点：德性(善和美)；中庸，适度。(2分)对象：人和人类社会或雅典公民。

(1 分)  

 

(2)主张：法治，理性；民主，反对专制。(2 分)背景：民主政治的发展(衰落)；商品

经济的发展；古希腊人文主义。(3分)  

 

(3)联系：伦理学是政治学的基础；政治学就是伦理学的应用。(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