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020～2021 学年度高二年级第一次阶段性考试 

历史阶段检测（2020 年 10 月） 

一、单项选择题（本部分包括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 

1．下图是西周时期一件青铜器，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

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铭文虽然简略，但日期（甲子日）、时间（早晨）等都与典籍记载完全一

致，证明了典籍记载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确为信史。这说明  

 

A．历史研究无法还原历史真相                B．解释历史需要不断更换视角  

C．确认历史事实需要多重证据                D．考证史料需图片文献相结合  

2．《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三门峡陕县），黄帝之后于祝（今

江苏丹阳），帝尧之后于蓟（今天津蓟县），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

材料主要体现了周王 

A．重视王畿之地的经营                     B．酬报开国辅臣的功绩 

C．欲行德政的贤明形象                     D．开疆拓土的集权统治 

3．下图是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中国局势图，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4．《论语》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意思是不管父亲是否正确，他责骂或责打你，作儿子的都应该在

脸上挂着愉悦的神色，否则，就会伤慈父之心，就是不孝。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乃“人

之大行”，可谓大孝。这说明荀子的主张  

A．丰富了民本的内涵   B．发展了孝道的思想   C．强调了仁爱的意义   D．突出了德治的主张 

5．《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第一》曰：“由此观之，正朔(帝王新颁历法)、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

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该主张的主要目的是 



 

A．提出天行有常探究客观规律             B．强调纲常名教维护等级秩序 

C．宣扬天人感应加强君主专制             D．主张知行合一重建儒家信仰 

6．有学者特别推崇古代中国“开明君主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其特征是“君主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中枢行政

机构权力的集中并行不悖”。这样的体制实质上  

A．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B．激化了君权与相权矛盾  

C．保证了君主权力的独尊                    D．导致了国家机构的分裂 

7．宋代以后，以地图为载体的知识类型形成了明确的发展脉络，这与唐代及其之前极低的地图留存率以

及所载的知识缺乏传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的形成主要因为 

 A．造纸术的发明       B．雕版印刷术的推广      C．指南针的应用     D．活字印刷术的问世 

8．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荼毒天下之肝脑，离

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

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上述言论反映出当时中国 

A．受西方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深远            B．儒家对君主专制反思达到新高度 

C．宋明理学统治地位受到根本动摇            D．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时代呼声 

9．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伍子舒在《随园诗话》上的批语说：“适至(乾隆)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

承办皇会，先大人(伍拉纳)命带三庆班入京，自此继来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这则

材料 

A．是徽班进京的最早记载             B．说明朝野对越剧的喜爱 

C．体现传统剧种种类繁多             D．是京剧的形成佐证之一 

10．“汉族下层人民和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审美趣味有机结合，以酣畅、本色、绌野为主要审

美特征。”下列体现这一特征的文学作品是 

A．《离骚》          B．《子虚赋》            C．《窦娥冤》        D．《水浒传》 

11． 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今为机器之世，多 

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 这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质上要求 

A．改革社会风尚       B．发展近代交通       C．主张机器生产      D．吸收世界文明 

12．1923 年底，孙中山认为，“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

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

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其意在 

A．放弃资产阶级代议制                         B．加强革命的领导核心 

C．走苏俄革命的道路                           D．改变反封建的斗争目标 

13．西方共和观念传入中国后，当时的人们认为“共和”必须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宪政约束。据《新青年》

中“共和”、“民主”两词的使用频率统计，“民主”一词的使用次数在 1918 年时还远远少于“共和”一词，

而从 1919 年 1 月开始反超“共和”。上述变化反映 

A．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深入人心                   B．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C．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D．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望 

14．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

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十年间，我国在社会主

义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A．成功研制“银河”巨型计算机            B．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 

C．初步建立国民教育体系                  D．培育出水稻南优 2 号 

15．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

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下列能同时体现“与时俱进”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有   ①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③社会主义两类矛盾学说    ④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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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文革”结束后，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我国出现了两次重要的思想解



 

放。这两次思想解放分别是指 

A．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B．纠正“左”倾错误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C．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崇拜 

D．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7．有思想家主张把“自主性”还给人类，而且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能够运用自己的智力摆脱不成熟

状态，更相信社会能够持续不断进步。这种思想形成于 

A．智者运动        B．文艺复兴         C．宗教改革          D．启蒙运动 

18．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列举了政府的主要类型，他反对君主的暴政，同时对共和制虽有偏好但

承认已成为过眼云烟。而君主制则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可行的一种形式，使各个阶层明确社会地位，而且赋

予每个社会成员一种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的“荣誉”意识。这表明孟德斯鸠 

A．挑战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               B．对传统体制进行批判继承 

C．代表封建贵族阶层的利益               D．质疑契约国家的社会构想 

19．某科学理论颠覆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时空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

空间”等全新的概念。该理论 

A．弥补了经典力学认识世界的不足             B．开创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 

C．奠定了电气技术应用的理论基础             D．解决了热辐射理论上的疑点问题 

20．《西方文明史》中写道：“经过长时期的分离，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终于携手并进了。”这一趋势开始

于 

A．17 世纪后半期         B．18 世纪 60 年代      C．19 世纪后半期          D．20 世纪中叶 

21．美国总统的角色具有多元性，既有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元首、总司令等，也有宪法未予列举，而是从

国会立法中延伸出的角色以及依据往届总统先例而定的角色，包括政党领袖、舆论领袖以及国家经济的管

理者等，这些所承担的职责常常是彼此关联、相互交融的。据此可知，美国总统的“角色”变化 

A．背离了联邦宪法的基本精神               B．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C．体现了行政权力的扩张趋势                D．有效制约了国会与最高法院 

22．英国革命作为民族国家首次对绝对王权的民主化改造，其最大成果是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英国的这

一制度创新 

A．否定了其传统的政治结构            B．完全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 

C．使全体国民都亨有选举权             D．实现了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 

23．“这就需要筑起一道篱笆，即挑选一部分经过启蒙的公民，人数有限而立场坚定，时时能够起来提出

异议，对付激进狂躁的众议员，保护有可能受到多数人压迫的少数。”为落实麦迪逊这一主张，美国设置

了 

A．总统主持的内阁                    B．联邦最高法院         

C．联邦参议院                         D．两党制政党制度 

24．法国艺术家雅克·德比奇在《西方艺术史》中说：“它标志着与往昔一切想法的彻底决裂。它宣告了

人和个性先于一切的地位，它以强烈的感觉、激情和想象，回答了冷酷 的理性王国。”下列作品与“它”

风格一致的是 

A．《自由引导人民》                     B．《拾穗者》        

C．《日出·印象》                       D．《格尔尼卡》 

25．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说:“你必须知道，所有的流行音乐，从爵士到摇滚到 hip-hop，然后是舞曲，

这些都是黑人创造的，但这都被逼到史书的角落里去了，你从来没见过一个黑人出现在它的封面上，你只

会看到猫王,看到滚石乐队，可谁才是真正的先驱?”其意在 

A．说明黑人对现代流行音乐贡献最大           B．揭露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种族歧视 

C．强调黑人充当了所有流行音乐先驱           D．闸述现代流行音乐分为不同流派 

二、材料题（本部分包括 4 大题，共 50 分） 



 

26．（11 分）“郡县制，则天下安”，自秦设县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县治。古代县治的实践与思考

至今仍有借鉴价值。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唐六典》对县官职掌明确规定：“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黎氓，……

养鳏寡，恤孤穷，审查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疾苦。”……县官的职能决定了他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

水平。自隋、唐之后，各代对于县官的文化要求都作了硬性规定，……（如）明代规定：“外官知州、推

官、知县，由进士选。” 

     ——鹿谞慧《中国县制沿革述略》 

材料二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以此治国者，莫不

皆然。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

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兴亡之涂，罔不由此。 

——摘编自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明隆庆元年，吏部按皇帝命令，“将天下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细加重访，逐一品第”，而

后按品第的结果重划三等，“量才授任各官，考语奖荐同在优列者，先尽上等府州县升擢行取，次及中等，

次及下等。”到了清雍正年间，代之以起的是直接以冲繁疲难作为分等的标准，依照四字考语缺位的不同

来对官员进行量才使用。 

——据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县令的主要职责，分析隋唐以后县官文化水平较高的原因。（4 分） 

 

（2）据材料二，概括作者赞同的地方基层治理举措，分析其政治意图。（3 分） 

 

（3）政区的分等是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据材料三，简述政区分等的重要作用。（2 分） 

 

（4）综合上述材料，请你谈谈古代地方县域治理的历史借鉴价值。（2 分） 

 

 

27．（12 分）文化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

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

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

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材料二  如果说 18 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使人从神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那么“五四”

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人从孔子儒家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追求个体从大家庭中冲决出来取

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高扬民主和科学之旗，包含着 80 年中西文化论争所积累起来的认识

成果，又体现了认识的一种飞跃。它由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而来，又是对古今新旧之争的历史概括。中国人

因此而找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而后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利用中国形象批判现实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5 分）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人找到的“最重要的是非标准”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是非标准

是由近代中国哪些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主张积累而来？（5 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中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认识。（2 分） 

28．（12 分）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1949 年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教育建设上作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对教育机构

与学校作直接的政治清理；第二，为工农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加快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第三，改革学制，制定试行新的中小学暂行规程，形成学校教育的稳态；第四，大力推行苏联教育学理论

与教育经验。 

——摘编自叶澜《“新基础教育”论》 

材料二 留学生作为一支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群体，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先进文化的构建。 

高潮时期 主要方向 方式 规模及代表人物 

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 

全方位，欧美

发达国家居多 

初期公费为主，

进入 21 世纪后，

自费留学占主流 

从 1978 年到 2015 年底，走出国门的留学生

累计达 404．21 万人；2015 年，有来自 202

个国家和地区 397635 人来华留学。代表人

物为李彦宏、张朝阳等。 

——摘编自李喜所《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对内教育建设的主要变化。（3 分） 

 

（2）据材料二，概括当代中国对外留学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归纳其时代背景，分析其历史影响。（7

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发展变化的认识。（2 分） 

 

 

29．（15 分）为了探讨“一战中坦克的应用”，请根据提示完成以下学习活动。 

（1）第一步：现搜集到下列两张图片，请选择最能够印证坦克应用对战争影响的图片，并结合图片信息

说明理由。（5 分） 

图 1：照片《1916 年索姆河战场上的“马克Ⅰ型”英国坦克》 

 

 

 

 

 



 

 

 

图 2：漫画《最糟糕的就在我们身后》（1918 年【英】阿瑟·摩尔兰德） 

 

 

（2）第二步：为了进一步佐证，检索到下列三份资料，请对其史料价值做出评估与说明。（6 分） 

①索姆河战役亲历者英国人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回忆录（1965年） 

②电影《索姆河战役》（2013年） 

③【英】加里•谢菲尔德著：《一战简史》（2019年） 

 

 

（3）第三步：根据下列材料解释坦克的应用与一战进程的关系，并就战争与技术发明谈谈你的认识。（4

分） 

材料一：“战壕的不可移动性以及要把战争重新带入移动状态的愿望推动了武器的改进，从而为

打破致命的僵局提供了必要的动力。1915 年年末，英国最先使用坦克，协约国利用坦克来摧毁防御性的战

壕，恢复交战。”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若无战车（坦克），则在 8 月 8 日的上午，德军就不会受到那样严重的奇袭而发生不可

收拾的恐怖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战车，遂感觉到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于是，不

是投降就是逃走。” 

——【德】《1918 年 8 月 8 日的悲剧》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高二历史阶段检测（2020年 10月）参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 C C B C C B B D C D B D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C A C D B A C C D C A B  



 

26．（11 分） 

（1）主要职责：教化百姓；扶弱济贫；执掌司法。（任答 2 点，2 分） 

原因：统治者的高标准要求；科举制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2 分） 

（2）举措：建立完备的乡官制度；乡官参与县政。（2 分） 

政治意图：提倡地方分权。（1 分） 

（3）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央选贤任能，进行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2 分） 

（4）借鉴价值：①提高地方官员的执政素质；②重视县下基层行政机构的建设；③依据县情科学治理。（2

分） 

 

27．（12 分） 

（1）利用方式：①利用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宗教宽容，批判封建神权。②利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批判

欧洲封建君主暴政。③利用中国重农主义，反对欧洲传统的经济思想。（3 分） 

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反封建。（2 分） 

（2）标准：追求自由平等独立（民主和科学）。（1 分） 

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或师夷长技以自强）；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民主共和。（4 分） 

（3）认识：①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反映；②文化交流互鉴，有利于社会进步。（2 分） 

 

28．（12 分） 

（1）变化：①改革学制；②对教育做政治清理，培养新政权所需人才；③以工农为主要教育对象，加强

扫盲教育；④主要借鉴苏联模式。（任答 3 点，3 分） 

（2）特点：①以留学欧美发达国家为主；②自费留学逐渐占主流；③规模空前；④双向。（任答 2 点，2

分） 

     背景：①改革开放（政策因素）；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③思想解放；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⑤全球化潮流；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任答 3 点，3 分） 

     影响：①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②增强与国际间的了解与沟通；③促进我国经济科技发展，

加快现化进程等。（任答 2 点，2 分） 

（3）认识：①教育发展应符合社会发展需求；②教育发展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③教育的发展会对

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任答 2 点，2 分，言之有理即可） 

 

29．（15 分） 

（1）图片 2。（1 分） 

理由：①图 2 是漫画，是当时的艺术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坦克应用于战争的认识，展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

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2 分）②图 1 尽管是照片，是一手材料，原始史料，但仅仅真实展现了一战中索姆

河战役中所使用的坦克，而相对无法展现坦克在战争中的影响。（2 分） 

（2）①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 分）是亲历者的回忆，是一手史料，但有亲历者的主观情感和立场。（1 分） 

②有一定史料价值；（1 分）是电影艺术作品，有虚构演绎成分。（1 分） 

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 分）是后人的研究著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但受作者视角、立场、史料占

有情况而有一定的局限。（1 分） 

（3）关系：①相互影响，相互推动。②坦克巨大的威力对挫败德军的战斗士气，推动德国战败具有一定

的作用。③坦克的发明是一战进程的产物，英国为了打破战争僵局，发明了坦克并将其运用于战争。（任

答 2 点，2 分） 

认识：①科技成果运用于战争，推动了战争进程。②但进一步增强了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使战争

更加残酷。③因此，科技成果更应运用于和平发展，人类更应该爱好和平，避免战争。（任答 2 点，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