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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高二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

1. 秦始皇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周属于火德，秦朝代周，水克火，秦即水德。于是以水德附会制度，

所用旌旗、符节都崇尚代表水德的黑色，黄河也改名“德水”。此举的实质是（ ）

A. 为新政权寻找合法性 B. 替皇帝制注入神圣性

C. 论证王位世袭的正当性 D. 体现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2.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三公九卿之外，扩充了尚书台，设尚书令（秘书长）、尚书仆射（副秘书长）和尚书（秘

书）六名，六尚书又分管六曹，形成了庞大的新中枢机构。这种变化（ ）

A. 扩充了丞相权力 B. 加强了君主专制

C. 削弱了统治基础 D. 打击了士族地主

3. 我国古代将“亲亲相隐”制度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等，是法律规定中一种互相隐瞒

和包庇的制度，告发被视为不孝不亲和伤情败法的行为，要对其进行惩罚。这表明（ ）

A. 人伦关系会影响到法律 B. 中国古代史上缺乏成文法

C. 统治者忽视法律制度建设 D. 判案依据道德而不是法律

4. 在中国，改名换姓非同小可，对皇帝来说尤其如此。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风俗，带头

将自己的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这一举动（ ）

A. 消除了纷繁复杂的胡汉矛盾 B. 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C. 顺应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 D. 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多民族国家

5.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主题。下列反映唐朝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是（ ）

A.“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B.“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

C.“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D.“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6. 《明律.大诰》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

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此规定（ ）

A. 使君主专制空前加强 B. 完备了中央监察体系

C. 改善了地方行政体制 D. 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7. 维新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

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表明慈禧太后（ ）

A. 谋求富强同意有限变法 B. 与光绪帝政治理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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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阻挠变法图谋发动政变 D. 与维新派变法思想相似

8. 1913 年初，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后，孙中山指出：“本党今即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

阁问题。”但 20 世纪 20 年代孙中山又强调：“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

为我们模范”。由此可知，孙中山思想的转变（ ）

A. 鉴于政党政治受挫的现实 B. 说明其转向社会主义探索

C. 抛弃了资产阶级政治立场 D. 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9.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

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一

规定（ ）

A. 改变了国统区固有的政治体制 B. 推动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C. 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D.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 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

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等参考材料，同时指出，我们应该研究日本、西德（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发展

速度较快的国家的情况，很好地借鉴他们的经验。由此推断，中央工作会议

A. 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B. 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C. 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思路 D. 认可了市场经济的作用

11. 在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斯巴达公民也自称为“平等的人”。因而，斯巴

达的制衡和均衡体系在世界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对此，以下解释合理的是（ ）

A. 陪审员达 600人，审各种案件 B. 监察官由选举产生，可审判国王

C. 长老会议员仅 30人，且终身任职 D. 国王垄断军事统帅权，王位不世袭

12. 1215 年，英国《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裁判，皆不得

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这一规定体现了（ ）

A. 议会至上的治国理念 B. 权力分割的立宪思想

C. 控制权力的法治精神 D. 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

13. 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被称为三级会议，由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和市民代表三个等级组成。1302年法王

菲力四世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 ）

A. 进一步强化王权 B. 意在维护教会权威

C. 国王失去征税大权 D. 大大削弱贵族势力

14.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最早找到“德意志”的人，他将整个民族的嘴和心用德语这条

线连在一起，使德国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上述材料强调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

A. 确立了王权高于教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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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推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

C. 直接推动了德意志的近代化

D. 加强了德意志国家的中央集权

15. 下图是 1942 年 11 月《贝弗里奇报告》里的一幅时政漫画。该报告较全面地总结了英国战前社会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分析了已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成就和弊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战后新型社会保

障和福利制度的一整套方案。这表明“福利国家”政策（ ）

啤酒杯上写着：“社会福利”。士兵说：“这通向一个美丽新世界。”

A. 旨在保障军人权益 B. 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C. 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D. 扭转了战争的态势

二、非选择题

16.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晋短暂统一中国，重建户籍，以黄纸登记户主姓名、年龄、家庭情况，装订成册，称为“黄

籍”。东晋政府对南方土著居民仍然以黄籍进行登记，对从北方南渡而来侨居的州、郡、县人口以“白籍”

进行登记，不向白籍人口征发赋役。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为增加赋役，不时将侨居户口编入所居郡县户

籍，称作“土断”，使白籍人口土著化，承担赋役。

——统编历史选必 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谕“将直隶各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滋

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五十二年万寿恩诏：“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

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四年，奉旨“以各邑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

一例输将”。

——[清]吴振械：《养吉斋余录》卷 1



第 4页/共 6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东晋前期黄籍和白籍的区别以及东晋后期白籍的变化，结合所学归纳古代政府管理

户籍的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概述清朝赋役制度的内容，并结合所学分析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吸取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 出

发，适时地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农 村革命根据

地。在领导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合理任用日益成为 一个关系苏维埃政权稳固

的关键问题。早期的《苏维埃组织法》就对区、乡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的主席、委员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

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民意，扩大工作人员的群 众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多措施并没有

得到实施。1931 年 10 月，第三次反“围 剿”斗争胜利以后，根据地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党领导苏维埃开展了大规模 的政权建设，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苏区实际斗争的需要，在 1931

年 11 月成立了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苏区工作人员的任用提供了强固的政权载体。随后，中央执委会

相 继发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法律文件， 使苏区

政府的人员任用真正进入一个制度化、程序化阶段。

——摘编自步海洋、朱小理《论苏区干部任用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材料二 二战后，各届政府为改变英国的颓势，主张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1988 年，普来尔登对 此这

样评论道：“政府的失败是它不去解决现存的问题，而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状况已 持续了 30 年。”

无论是艾德礼、威尔逊、卡拉汉工党政府，还是丘吉尔、希斯等保守党政府，上 台前都打着改革官僚体制

的幌子，以获得选民的支持，上台后很快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 了。受政党政治的影响，改革没有一个

长远的规划，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在官僚体制的改 革上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因此改革往往随着政府的换

届而停止。

—摘编自张岩《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苏区干部任用制度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苏区干部任用制度和二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中得到的启

示。

18. 【中国监察制度的演变】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别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

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魏晋时御史台独

立，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的国家专职监察机关，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职权有所扩大。唐朝设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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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殿院、察院，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

代，“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

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

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

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清末宪政的实施，打破了法律监督只是自上而下进行单行监督的传统。清政府 1908 年颁布的《饮

定宪法大纲》，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已

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

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的法律监督原则。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

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制

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

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

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

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法律监察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等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

监察机关。1986 年，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进一步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监督人员的履职能力。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

了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力，同时围绕三项权力赋予监察机关谈话、留置等十二项权力，明确

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说明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监察制度建设的意义。

19. 【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

材料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

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同时，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

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

“伦理法”的特性。



第 6页/共 6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摘编自王科《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为视角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

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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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高二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

1. 秦始皇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周属于火德，秦朝代周，水克火，秦即水德。于是以水德附会制度，

所用旌旗、符节都崇尚代表水德的黑色，黄河也改名“德水”。此举的实质是（ ）

A. 为新政权寻找合法性 B. 替皇帝制注入神圣性

C. 论证王位世袭的正当性 D. 体现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认为周属于火德，秦朝代周，水克火，秦即水德。于是以水德附会制度，所用旌旗、符

节都崇尚代表水德的黑色，黄河也改名‘德水’。”并结合所学可知，秦始皇相信“五德终始说”，力图通过五

行相生相克理论来证明前朝灭亡和新朝兴起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为改朝换代提供政治传承上的合法性，A

项正确；“替皇帝制注入神圣性”并非是此举的实质，排除 B项；材料所述与“王位世袭”无关，排除 C项；

秦朝焚书坑儒，信奉的是法家思想，排除 D项。故选 A项。

2.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三公九卿之外，扩充了尚书台，设尚书令（秘书长）、尚书仆射（副秘书长）和尚书（秘

书）六名，六尚书又分管六曹，形成了庞大的新中枢机构。这种变化（ ）

A. 扩充了丞相权力 B. 加强了君主专制

C. 削弱了统治基础 D. 打击了士族地主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在三公九卿之外，扩充了尚书台”说明削弱了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作用，尚书台由

皇帝直接指挥，可知加强了君主专制，B项正确；根据材料“设尚书（秘书）六名，六尚书又分管六曹，形

成了庞大的新中枢机构”可知，三公名不副实，位于三公之首的丞相权力被削弱，排除 A项；根据材料未体

现扩大了统治基础，排除 C项；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这种变化没有体现打击士族地主，排除 D项。故选

B项。

3. 我国古代将“亲亲相隐”制度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等，是法律规定中一种互相隐瞒

和包庇的制度，告发被视为不孝不亲和伤情败法的行为，要对其进行惩罚。这表明（ ）

A. 人伦关系会影响到法律 B. 中国古代史上缺乏成文法

C. 统治者忽视法律制度建设 D. 判案依据道德而不是法律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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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根据材料中的“告发被视为不孝不亲和伤情败法的行为，要对其进行惩罚”信息可知，这个古代

法律中有许多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这体现出伦理道德对古代法律的影响，A项正确；中国古代从来就不

缺乏成文法，而且也不符合题干材料的主旨内容，排除 B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用法律的手段

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从材料中无法得出“统治者忽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判断，排除 C项；“判案依据道

德而不是法律”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从题干中无法体现，排除 D项。故选 A项。

4. 在中国，改名换姓非同小可，对皇帝来说尤其如此。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风俗，带头

将自己的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这一举动（ ）

A. 消除了纷繁复杂的胡汉矛盾 B. 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C. 顺应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 D. 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多民族国家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风俗，带头将自己的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

可知，反映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的内容，有助于民族之间交融，C项正确；消除了纷繁复杂的胡汉矛盾，

表述错误，排除 A项；材料体现不出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排除 B项；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多民族国家，

表述错误，排除 D项。故选 C项。

5.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主题。下列反映唐朝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是（ ）

A.“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B.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

C.“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D.“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主题”可知，“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

风似汉家”出自唐代陈陶《陇西行四首》，意思是：自从两国君主和亲之后，胡风习俗有一半与汉族相似。

说明的是唐朝和谐的民族关系，C项正确；“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光武帝在位

时期，接见了倭国使者并向倭人“赐以印绶” ，排除 A项；“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指的是罗家伦

用“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来赞扬左宗棠指挥人们在玉门关外种植杨柳，排除 B项；“我朝施恩于喀

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是康熙说的话，排除 D项。故选 C项。

6. 《明律.大诰》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

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此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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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君主专制空前加强 B. 完备了中央监察体系

C. 改善了地方行政体制 D. 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答案】D

【解析】

【详解】材料中“违旨”和“扰于民”信息显示， “民拿官制度”是针对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而实行的，所以《明

律》中 的规定有利于遏制官员的腐败行为，缓和社会矛盾，D项正确；材料未涉及到对君主权力的描述，

排除 A项；材料并未涉及到中央监察体系，排除 B项；材料主旨是打击贪腐，而非对地方行政体制的改善，

排除 C项。故选 D项。

7. 维新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

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表明慈禧太后（ ）

A. 谋求富强同意有限变法 B. 与光绪帝政治理念一致

C. 阻挠变法图谋发动政变 D. 与维新派变法思想相似

【答案】A

【解析】

【详解】据材料“变法乃素志……以图富强也”“吾不内制也”，可知慈禧太后对有限的变法改革总体上

持赞成态度，希望通过变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A项正确；“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说明慈禧太后主张

的变法依然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借此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光绪帝主张通过制度变革建立君主立宪制，

排除 B项；“吾不内制也”说明慈禧太后对有限度的改革是持支持态度的，并未达到政变阻挠改革的程度，

排除 C项；维新变法主张通过政治制度变革来走资本主义道路，慈禧太后主张在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进

行军事技术的变革，希望借此实现富国强兵来维护封建统治，排除 D项。故选 A 项。

8. 1913 年初，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后，孙中山指出：“本党今即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

阁问题。”但 20 世纪 20 年代孙中山又强调：“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

为我们模范”。由此可知，孙中山思想的转变（ ）

A. 鉴于政党政治受挫的现实 B. 说明其转向社会主义探索

C. 抛弃了资产阶级政治立场 D. 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答案】A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可知，孙中山的政治设想经历了从欧美的政党政治向苏俄以党治国的转变，这一转变是

由于现实政治的受挫，故 A 项正确；孙中山依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阶级属性不变，排除 B、C

两项；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新三民主义，排除 D 项。故选 A项。

9.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



第 4页/共 12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一

规定（ ）

A. 改变了国统区固有的政治体制 B. 推动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C. 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D.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权建设实施了“三三原则”，从而巩

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D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国统区固有的政治体制，排除 A项；这一规定推动

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排除 B项；这一规定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排除 C项。故选 D项。

10. 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

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等参考材料，同时指出，我们应该研究日本、西德（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发展

速度较快的国家的情况，很好地借鉴他们的经验。由此推断，中央工作会议

A. 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B. 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C. 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思路 D. 认可了市场经济的作用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的先进发展经验，

转变了封闭自守的经济发展思路，故选 C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改革开放决策的提出，是 1978 年

12 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排除 A、B 两项；1978 年 11 月处于改革开放前夕，市场经济的

作用还未得到认可，排除 D 项。

11. 在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斯巴达公民也自称为“平等的人”。因而，斯巴

达的制衡和均衡体系在世界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对此，以下解释合理的是（ ）

A. 陪审员达 600人，审各种案件 B. 监察官由选举产生，可审判国王

C. 长老会议员仅 30人，且终身任职 D. 国王垄断军事统帅权，王位不世袭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斯巴达的制衡和均衡体系在世界古代史上极为罕见”，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斯巴达的监察官

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可以主持公民大会、审判国王，B项正确；陪审法庭属于雅典的民主制，排除 A

项；材料涉及的是监察权，排除 C项；“国王垄断军事统帅权，王位不世袭”，不能体现材料“平等”，“制衡

和均衡”，排除 D项。故选 B项。

12. 1215 年，英国《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裁判，皆不得



第 5页/共 12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这一规定体现了（ ）

A. 议会至上的治国理念 B. 权力分割的立宪思想

C. 控制权力的法治精神 D. 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英国《大宪章》的一些规定对限制权力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控制权力的法治精

神，C项正确；《权利法案》体现了议会至上的治国理念，不符合材料，排除 A项；材料未涉及权力分割，

排除 B项；材料体现了控制权力的法治精神，未体现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排除 D项。故选 C项。

13. 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被称为三级会议，由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和市民代表三个等级组成。1302年法王

菲力四世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 ）

A. 进一步强化王权 B. 意在维护教会权威

C. 国王失去征税大权 D. 大大削弱贵族势力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中世纪后期法国建立了等级君主制，国王借助三级会议来实施统治，王权

与教皇对抗过程中，王权得到了三级会议的支持，反对教皇，三级会议有利于进一步强化王权，A项正确；

三级会议意在维护国王的权威，排除 B项；三级会议确立了国王拥有征税的原则，排除 C项；三级会议大

大削弱教皇的势力，排除 D项。故选 A项。

14.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最早找到“德意志”的人，他将整个民族的嘴和心用德语这条

线连在一起，使德国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上述材料强调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

A. 确立了王权高于教权的原则

B. 推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

C. 直接推动了德意志的近代化

D. 加强了德意志国家的中央集权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他是最早找到‘德意志’的人，他将整个民族的嘴和心用德语这条线连在一起”，说明路德

的宗教改革使德意志人认识到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和意义，从而推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B项正确；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没有确立王权高于教权的原则，排除 A项；根据材料“德国开始

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可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德意志的近代化提供条件，但是没有直接推动，排除 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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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没有体现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不能得出加强了德意志国家的中央集权，排除 D项。故选 B项 。

15. 下图是 1942 年 11 月《贝弗里奇报告》里的一幅时政漫画。该报告较全面地总结了英国战前社会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分析了已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成就和弊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战后新型社会保

障和福利制度的一整套方案。这表明“福利国家”政策（ ）

啤酒杯上写着：“社会福利”。士兵说：“这通向一个美丽新世界。”

A. 旨在保障军人权益 B. 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C. 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D. 扭转了战争的态势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贝弗里奇报告》既全面地总结了英国战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又分析了已有

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成就和弊端，提出了建立战后新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一整套方案，使士兵认

为“这通向一个美丽新世界”，这表明“福利国家”政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C项正确；“福利国家”不仅仅是为

了保障军人权益，排除 A项；材料无法看出这是世界共识，排除 B项；材料无法得出“福利国家”政策扭转

了战争的态势，排除 D项。故选 C项。

二、非选择题

16.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晋短暂统一中国，重建户籍，以黄纸登记户主姓名、年龄、家庭情况，装订成册，称为“黄

籍”。东晋政府对南方土著居民仍然以黄籍进行登记，对从北方南渡而来侨居的州、郡、县人口以“白籍”

进行登记，不向白籍人口征发赋役。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为增加赋役，不时将侨居户口编入所居郡县户

籍，称作“土断”，使白籍人口土著化，承担赋役。



第 7页/共 12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统编历史选必 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谕“将直隶各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滋

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五十二年万寿恩诏：“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

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四年，奉旨“以各邑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

一例输将”。

——[清]吴振械：《养吉斋余录》卷 1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东晋前期黄籍和白籍的区别以及东晋后期白籍的变化，结合所学归纳古代政府管理

户籍的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概述清朝赋役制度的内容，并结合所学分析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答案】（1）区别：是否承担赋役。（如答黄籍是南方土著居民，白籍是北方南渡侨民也可）

变化：白籍土著化，承担赋役。

目的：掌握人口变动情况，以便征发赋役。

（2）内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或者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摊丁入亩趋势：赋役征发

逐渐转到向土地和财产征税，人头税逐渐被废除。

影响：人头税彻底废除，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

【解析】

【小问 1详解】

根据材料一中“不向白籍人口征发赋役”可知，黄籍与白籍的区别是是否承担赋役，根据材料一中“南方土著

居民仍然以黄籍进行登记”，“对从北方南渡而来侨居的州、郡、县人口以“白籍”进行登记”可知，黄籍与白

籍的区别是黄籍是南方土著居民，白籍是北方南渡侨民；根据材料一中“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为增加赋役，

不时将侨居户口编入所居郡县户籍，称作“土断”，使白籍人口土著化，承担赋役”可知，东晋后期白籍土著

化，并且承担赋役。根据材料中黄籍和白籍的区别及白籍的变化和所学知识内容可知，古代政府管理户籍

的根本目的是掌握人口变动情况，以便征发赋役。

【小问 2详解】

根据材料二中“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可知，清朝赋役制度内容之一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根据材料二中“以

各邑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可知，清朝赋役制度内容之一为摊

丁入亩的趋势。根据材料清朝赋役制度改革和所学知识可知，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为赋役征发逐渐转

到向土地和财产征税，人头税逐渐被废除，国家放松了对百姓的人身控制。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吸取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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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适时地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农 村革命根据

地。在领导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合理任用日益成为 一个关系苏维埃政权稳固

的关键问题。早期的《苏维埃组织法》就对区、乡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的主席、委员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

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民意，扩大工作人员的群 众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多措施并没有

得到实施。1931 年 10 月，第三次反“围 剿”斗争胜利以后，根据地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党领导苏维埃开展了大规模 的政权建设，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苏区实际斗争的需要，在 1931

年 11 月成立了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苏区工作人员的任用提供了强固的政权载体。随后，中央执委会

相 继发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法律文件， 使苏区

政府的人员任用真正进入一个制度化、程序化阶段。

——摘编自步海洋、朱小理《论苏区干部任用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材料二 二战后，各届政府为改变英国的颓势，主张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1988 年，普来尔登对 此这

样评论道：“政府的失败是它不去解决现存的问题，而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状况已 持续了 30 年。”

无论是艾德礼、威尔逊、卡拉汉工党政府，还是丘吉尔、希斯等保守党政府，上 台前都打着改革官僚体制

的幌子，以获得选民的支持，上台后很快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 了。受政党政治的影响，改革没有一个

长远的规划，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在官僚体制的改 革上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因此改革往往随着政府的换

届而停止。

—摘编自张岩《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苏区干部任用制度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苏区干部任用制度和二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中得到的启

示。

【答案】（1）背景：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建立并巩固；反“围剿”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建立；党领导 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苏联经验的示范和传播。

（2）特点：缺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文官制度改革与行政需要脱节；深受两党制的制约；改革成效不大。

（3）启示：干部选拔须符合民主原则；干部任用应有法律依据；干部制度要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改革。

【解析】

【小问 1详解】

背景：根据“适时地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农 村革

命根据地”得出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建立并巩固；根据“1931年 10月，第三次反‘围 剿’斗争胜利以后”得出

反“围剿”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根据“在 1931年 11月成立了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得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根据“早期的《苏维埃组织法》就对区、乡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的主席、委员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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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民意，扩大工作人员的群众基础。”得出党领导 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

根据材料和所学可得出苏联经验的示范和传播。

【小问 2详解】

特点：根据“二战后，各届政府为改变英国的颓势，主张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得出缺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根据“政府的失败是它不去解决现存的问题，而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状况已 持续了 30年。”得出文官

制度改革与行政需要脱节；根据“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在官僚体制的改 革上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因此改

革往往随着政府的换届而停止。”得出深受两党制的制约；改革成效不大。

【小问 3详解】

启示：结合材料的主旨内容以及所学，我们可以得出干部选拔须符合民主原则；干部任用应有法律依据；

干部制度要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改革。

18. 【中国监察制度的演变】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别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

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魏晋时御史台独

立，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的国家专职监察机关，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职权有所扩大。唐朝设立了台

院、殿院、察院，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

代，“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

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

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

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清末宪政的实施，打破了法律监督只是自上而下进行单行监督的传统。清政府 1908 年颁布的《饮

定宪法大纲》，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已

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

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的法律监督原则。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

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制

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

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

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

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法律监察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等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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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1986 年，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进一步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监督人员的履职能力。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

了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力，同时围绕三项权力赋予监察机关谈话、留置等十二项权力，明确

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说明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监察制度建设的意义。

【答案】（1）演变：监察与行政分离，监察机构日趋独立；监察机构规模逐渐扩大，体系日益完整严密；

从台谏合一到台谏并行，相互配合；检察权力随着君权的强化而加强。（任答两点即可）

（2）变化：一切权力包括君权都要受到法律监督和限制；监察机构不再独立承担法律监督责任，形成了综

合监察体制；出现了舆论监督和政党监督等全新的监督方式。（任答两点即可）原因：列强侵略，民族危机

严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中国近代

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任答两点即可）

（3）意义：为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有

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

【详解】（1）演变：根据材料一中“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别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魏晋时御史台独

立”等信息可知，监察与行政分离，监察机构日趋独立；根据“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

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

严密的监察系统”可知，监察机构规模逐渐扩大，体系日益完整严密；根据“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

合并为都察院”“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可知，从台谏合一到台谏并行，相互配合；运用唯物

史观，综合分析材料一中信息可知，检察权力随着君权的强化而加强。

（2）变化：根据材料二中“清政府 1908年颁布的《饮定宪法大纲》，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

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可知，

一切权力包括君权都要受到法律监督和限制；根据“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

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可知，监察机构不再独立承担法律监督责任，形成

了综合监察体制；根据“（人们）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

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等信息可知，出现了舆论监督和政党监督等全新

的监督方式。原因：根据“清末宪政的实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权威高

于任何政治权力的法律监督原则”等信息，结合所学知识，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阶级和思想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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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西方民

主、法治思想的传播和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的推动等，促进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发展。

（3）意义：根据材料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了监察机关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可知，

为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根据“1986年，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等信

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有利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

进一步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监督人员的履职能力”，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有利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根据“20世纪 80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等

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监察机关”可知，加强监察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19. 【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

材料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

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同时，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

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

“伦理法”的特性。

——摘编自王科《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为视角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

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答案】示例

论题：“礼法之治”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阐述：“礼法之治”是指在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之外，依据礼典、礼俗习惯法等构成的规范习俗和臣民行

为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

“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系的初创

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泰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我

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

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综上所述，“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作用，

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示

例”仅作阅卷参考，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解析】

【详解】论述：首先，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用“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视角拟定一个论题，如根据材料中“儒



第 12页/共 12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

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伦理法’的特性”，结合所学知识，可得出论题——“礼法之治”在古代

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确定论题后，运用唯物史观展开阐述，如通过分析“礼法之治”的内涵及

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说明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发展的关系；最后，在史实论述基础上，

升华认识，总结规律，如明确“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

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整个解题过程注意，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