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度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第二学期期中考试 

高一政治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6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72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哲学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哲学与人生》一书指出，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离开哲学，人生是盲

目的。这说明（   ） 

A.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 B.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C. 哲学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D. 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 

2.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世界以何种状态存在和发展？发展的动力、方向和道路

是什么？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可见（   ） 

①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 

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③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总和 

④哲学探究的是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3. 对于一个心态悲观的人来说,天下没有一张合适他的凳子;对于一个乐观的人来说,即使天空下着雨,他的

心也是明媚的,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拥有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说心态影响状态,状态决定成败。“心态影响

状态，状态决定成败”反映了（   ） 

A. 哲学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 B. 世界观与方法论相互决定相互转化 

C.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 D.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4. 下列选项与“存在就是被感知”观点相一致的是（   ） 

A. 未有此气，已有此理 B.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C. 气者，理之依也 D. 天地之变，阴阳之化 

5. 《管子》中记载：“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皆由水而生成，又

复归于水。这两个观点都（   ） 

①坚持了唯物主义方向 

②正确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③是对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问题的回答 

④属于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6. 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哲学发展的始终,是一切哲学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

（   ） 

①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 

③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④意识和物质的辩证关系问题 

A. ①④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7. 在自然界中，既有姿态万千的山川湖海，也有许多着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的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如磁

场、超声波、紫外线等。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事物的共性是它们 

A. 都是由不可再分的物质--原子构成 

B. 都依赖于人的主观精神而存在 

C. 只不过是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 

D. 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 

8.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近代哲学重大基本问题，是因为（   ） 

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探究世界的本原问题 

②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 

③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准确揭示了物质第一性原理 

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遇到的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   ） 

A. 物质的观点 B. 实践的观点 C. 自然观 D. 社会历史观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   ）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



 

 

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   ） 

①它正确反映了物质世界 本质和规律 

②它的全部理论都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 

③它是改变世界的科学、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 

④哲学都是对时代的正确反映，都能促进社会发展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12.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 

A. 事物运动过程中的规律是亘古不变的 B. 有的社会规律具有主观性 

C. 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 D. 人们可以认识和改造规律 

13. 科学家通过分析迄今恢复的最早的古代环境 DNA，绘制出格陵兰北部约 200 万年前生态系统的样貌，

进而揭示了一个没有现代等同物的古生态系统。这一科学实践印证了（    ） 

①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②自然界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 

③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规律性 

④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体系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14. 诗人田间的现代诗歌往往以社会为题材。抗战时期，他的作品多高扬英雄主义，如“大风沙里，一个

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站起身，我的母亲！母亲笑容如日东升，如火如焚燃在我的心”则讴歌

了祖国重获新生。从诗歌的内容可以看出（   ） 

①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能动创造性 

②意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③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④意识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 

A. ①③ B. ②③ C. ①④ D. ②④. 

15. “打工人”“破防”“社死”“内卷”“躺平”“某某刺客”“正能量”……这些网络热词记录了社

会的发展的“痕迹”，折射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说明（   ） 

①意识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 

②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使人们产生相近的认知 

③意识源于人们的想象和思考 

④物质和意识相互依赖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的



 

 

16. 病毒的进化，就像任何其他自然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不可预测的，但并不复杂。基本上，它是一个感

染机器。学者警告说：“新冠病毒的变异将是不可遏制的。我们为消除其生存需求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遇

到变异适应。”材料旨在强调（   ） 

A. 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杂乱无章的 B. 人为事物的联系不具有客观性 

C. 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 D. 运动是物质唯一特性和存在方式 

17. 2022年冬奥会会徽人形图案是一个冬天的“冬”字，将抽象的滑道、冰雪运动形态与书法巧妙结合，

人书一体，天人合一；冬字下方两点顺势融为 2022，该会徽既展现了冬季运动的活力与激情，更传递出中

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中可知（   ） 

A. 艺术创造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想象 B. 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 

C. 人的主观能动性可突破事实的束缚 D.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如实反映 

18. “科幻作品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其蕴含的哲学道理是（   ） 

A.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B.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 

C. 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D. 事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19. 下列既体现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又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是（   ） 

A. 画饼充饥 B. 唇亡齿寒 C.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D.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交通堵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城市病”日益蔓

延，气候变化引起的高温、洪涝等极端天气也频繁出现。这反映了（   ） 

A. 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 

B. 联系随人的意志而变化 

C. 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 

D  联系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21. 在一代代航天人的努力下，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航天强国之路。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后，成功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两个航天

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这表明（   ） 

A. 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身建立联系 B. 量的积累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 

C. 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改造世界 D. 事物发展的道路是前进性的、上升的 

22. 下边华君武的漫画《公牛挤奶》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



 

 

 

①要尊重客观实际，使主观符合客观 

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无所作为 

③要把握联系客观性，不能臆造联系 

④要坚持辩证否定观，敢于突破常规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23. 2022年以来，随着《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重磅出台，该省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对革命文物的系

统性保护，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为重点，统筹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与周边保护、单点与集群保

护，探索将做好革命文物工作和推进乡村振兴、旅游产业发展等工作结合起来，深化拓展革命文物的教育

功能，讲好红色故事，赓续南粤红色文脉。材料蕴含的哲学道理是（   ） 

①统筹优化方法要求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 

②系统优化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③办事情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 

④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24. 科学家网上科普使“高大上”的国家科研机构与轻松娱乐的网络文化场域相遇，不仅没有出现文化上

的巨大冲突、碰撞，反倒形成了一种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可爱画风，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预示了穿

凿乃至打通两个文化场域的可能性。由上述现象可知（   ） 

①矛盾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性所制约 

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③把握矛盾的普遍性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④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25. 粉红椋鸟是蝗虫的天敌，每只成鸟每天能吃 120-180只蝗虫。为了提升草原虫害防控能力，保护草原



 

 

生态平衡，新疆伊宁县实行“筑巢引鸟计划”，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有 20万只粉红椋鸟入住了人

们为它们搭建的巢穴。“筑巢引鸟计划”给我们的启迪是（   ） 

①坚持系统优化的方法，运用综合思维方式认识事物 

②联系具有普遍性，要善于创造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 

③联系具有多样性，要善于营造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条件 

④联系具有主观性，要在自在联系的基础上建立人为事物的联系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26. 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共同发力。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咬耳扯袖、抓早抓小、提醒纠正。对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典型案例，要通报曝光，形成警示震慑。

对上述材料分析正确的是（    ） 

①“咬耳扯袖、抓早抓小”意在防止不利质变的发生 

②曝光典型案例是基于矛盾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 

③联系客观性和无条件性要求人们统筹协调、齐抓共管 

④只有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才能有效制止餐饮浪费 

A. ①④ B. ①③ C. ②④ D. ②③ 

27.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要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总部

署。我们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好，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启示我们（   ） 

A. 矛盾 主要方面规定事物性质，要抓主流 

B. 部分的功能影响整体，要立足关键部分 

C. 要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 转移 

D. 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过程，要抓关键 

28. 三位“分子马达”研究科学家被授予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他们建立了详细研究分子马达的方法，这些成

就促进了驱动蛋白的发现，揭示了那些分子马达是如何将化学能转变为机械运动的、分子机器是如何帮助

细胞移动和肌肉收缩的。三位科学家的划时代发现正驱动着有关心脏问题、癌症等疾病的药物研发。这说明

（   ） 

A. 人类不可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 

B. 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 

C. 只要重视量变就能推动客观事物的发展 

D. 事物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 

29. 近年来，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全国“村晚”遍地开花、好戏连连，各地群众用自编自导自演的“村

的为



 

 

晚”作品，道家乡美，赞新生活。“这些作品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弘扬了文明乡风，成为繁荣乡村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从辩证法的角度，“村晚”的成功得益于坚持了（   ） 

A.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统一 B. 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C.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D. 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统一 

30. 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新年贺词中勉励大家：“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

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其中蕴含的主要哲理是（    ） 

①量的积累是实现质变的必要前提                 

②要不失时机促成事物 质变和飞跃 

③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美好目标变成现实     

④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创造出理想的世界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31. 下列对成语的哲学寓意理解正确的是（    ） 

A. 吐故纳新、革故鼎新——辩证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 

B.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矛盾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C. 画龙点睛——量变和质变的原理 

D. 瑕不掩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32. 中国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出自春秋《老

子》中诗句。下列选项中与其体现的哲理相同的是 

A.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B.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C.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D. 沉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33.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具体国情的鲜明特色，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辩证法

道理有（   ） 

①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并通过普遍性表现出来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③矛盾具有普遍性，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 

④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的



 

 

3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   ） 

①分清了问题的主流和支流 

②把握了矛盾主次方面的统一 

③把握了主次矛盾的辩证统一 

④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A. ③④ B. ①② C. ②③ D. ①④ 

35. 下列古诗文中与下边漫画蕴含哲理相近的是（   ） 

 

①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③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④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36. 哲学史上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下列选项中的成语能集中反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焦点的是（    ） 

A. 日新月异与刻舟求剑 B. 否极泰来与讳疾忌医 

C. 瓜熟蒂落与望梅止渴 D. 唇亡齿寒与缘木求鱼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8分。 

37. 2023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2周年。72年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西藏自治区结合实际创新

扶贫工作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将扶贫资源精确集中到贫困户,采取生态移民、安排公益

性岗位等精准减贫措施,使扶贫工作更加精准有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

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经济年均增速位居全国三甲,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第一,城镇化率上升 13个百分点。经过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的艰苦奋斗,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谱写了雪域高原发展新篇章,与全国人民一道站在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

标的同一起跑线上。 

结合材料，运用辩证唯物论知识，分析西藏减贫实践中的哲学智慧。 

3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 

结合材料,运用整体和部分关系的知识,谈谈对中国梦与家庭梦关系的认识。 

39. 习近平指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

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

路。广大台湾同胞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军民、不分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

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结合材料，运用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道理加以说明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40. 某市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产品相对单一，旅游线路的互补性不强，从整体看，它在城市经济结

构中的比重较小，对城市经济发展所起作用不明显。为此，该市研究制定本市旅游发展规划，依据时代需

求和城市发展特点，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加强打造自身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坚持以优化服务为

重点，真正让游客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计划到 2025年，

建成两大旅游产业示范园区，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努力建成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 

结合材料，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该市建设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