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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名校 2021—2022 学年假期汇编试题 

高一历史参考答案（五） 

一、选择题（共 24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8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D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匹嫡”现象严重背离宗法制度的“亲亲尊尊”精神，这意味

着嫡长子继承制难以顺利进行，也会导致周天子的权威性下降，故 D项正确，排除 C；材料

反映了嫡长子继承制遭到破坏，不能体现贵族政治加强，排除 A项；材料没有涉及分封制，

排除 B项。 

2.C 

 【解析】材料列举了春秋时期大的诸侯国兼并小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史实，诸侯国的这

些行为有利于民族交融，C项正确。春秋时期分封制已经开始逐步瓦解，A项错误；B项因

果逻辑颠倒，错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是分封制逐步瓦解的表现，导致周王朝面临分裂割

据的局面，D项错误 

3.A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西汉不同时期州刺史权力由督察郡国到“镇压诸侯谋反、民众反

抗”，再到“安置流民、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参与某些中央决策”，州刺史的权力不断扩大，体

现了地方权力的增大，中央集权受到挑战，无法体现君主专制的强化，故 C项错误，A项正

确；材料虽然从侧面体现了西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不是州刺史权力演变反映的实质，

故排除 B项；材料体现的是州刺史权力的扩大，并非刺史制度不断完善，故 D项错误。 

4.C 

 【解析】由材料“使低品级官员得以与凤阁、鸾台长官共同议政”“宰相数量大增，且更替

频繁”可知，武则天时期通过增加宰相数量，分割宰相权力，强化了君主权力，故选 C 项。

宰相职权的分散是对材料的片面解读，A项错误；材料中虽表明低品级官员能与凤阁、鸾台

长官共同议政，但并不代表低级官员品级提高，故排除 D项。材料并未反映唐朝三省六部制

的职能演变，故排除 B项。 

5.C 

 【解析】由材料中“大臣专擅选官”“擅勾属官”“奸党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并结合所

学知识可知，这些条款的制定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故 C项正确。明代重视法律建设，但并

不代表明代是以法律治国，且在封建社会“人治”色彩浓厚，A 项错误；推行法家治国思想和

严查官员结党擅权是对材料的表面认识，并非实质反映，B、D两项错误。 

6.B 

 【解析】从材料看，《中外日报》中的文章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持否定态度，并认为

“非果有受于国家也”，材料中的文章是基于义和团拆毁铁路、攻打教堂等破坏行为而发表的，

该文章没有意识到“扶清灭洋”口号是义和团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义和团

运动实际上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故 B项正确，C、D两项错误。仅从材料信息无法判定该

文章的政治立场，排除 A项。 

7.B 

 【解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其领导，所以共产国际在中

国起到领导作用的时间是中共二大以后，故排除 A项，中国此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

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才使得党对革命任务进行了调整，故 B项正确。这一时期革命对象

是外国侵略者和军阀，没有变化，故排除 C项。革命性质始终属于民主革命范畴，此时革命

性质没有发生变化，故排除 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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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 

 【解析】国民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反思之前失败经验的基

础上，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工农群众力量的伟大，从而颁布和进行了鼓

励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政策和实践，扩大了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

展，故 D 项正确。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心主要在城市，并未向农村发展，故 A

项错误；根据材料“国民党一大后”可知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奠定基础的说法错误，

故 B项错误；材料所述的举措只是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并未从根本上实现广大农民

当家作主，故 C项错误。 

9.C 

 【解析】依据材料可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民族战争新形势的需要，先

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强化征兵，同时实行战时经济统制体制，故 C项正确。根据材料时间

可知，这一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国民党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力图防范各地

兴起的反蒋运动，故 A项错误；材料并未涉及国民政府与中共争夺抗战领导权的内容，故 B

项错误；D项所述与材料内容无关，故排除。 

10.C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可知：抗战时期虽然中日双方实力差距明显，但这不

是材料主旨，排除 A项；根据材料信息“载于《救亡日报》1938年 1月 15日版”，可知当时

抗战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D 项排除；“批判抗战初期的部分妥协论调”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排除 B项；根据漫画中“粉碎敌人的离间”“统一战线”可知，材料主旨是反对妥协求和，维护

和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故 C项正确。 

11.A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

家机器”“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可知，这里

的人民不单纯是指无产阶级，而是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

的阶级、阶层，意思是即将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故 A项正确，

B项错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战胜利后的倡议，与材料中的时间不符，排除 C项；社会

主义制度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的，其与材料中的时间不符，排除 D项。 

12.C 

 【解析】基层政权实现民主是在 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颁布后，故排除 A项。材料表明，县以上各级由其下一级选择出的人民代表选举，这属

于间接，故排除 B项。材料体现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确立，以及地方人大的召开为全国人大

召开积累了经验，故 C项正确。全国人大是间接民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广泛

性，故排除 D项。 

13.C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20 世纪 50 年代”“这是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

可知，这次会议应当是 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故答案为 C项。日内瓦会议上由于中国做出的努力而使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故 A项错误。

中国奉行非集团不结盟的政策是在 20世纪 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B

项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同苏联等 17 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迎来了新中

国第一次建交高潮，D项错误。 

14.A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尼泊尔总理的发言及论断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超越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承认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理

念，可以作为亚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故 A项正确。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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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可能消除，故 C项错误；新型区域合作是新时期中国积极推进的外

交活动，不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物，故 B项错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后基于当时国际背景的高度概括，而万隆会议的召开是在 1955年，故 D项错误。 

15.D 

 【解析】据材料可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区应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与国家

安全等国家利益，特区政府是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而存在的，故材料强调的是“一

国”是“港人治港”的前提，D项正确。 

16.C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根据材料可知，在雅典，个人自由受到限制，

但作为城邦的公民和集体组织的成员，个人有较大权利，由此可知，城邦政治至上，个人附

属于城邦政治，故 C 项正确。A 项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排除；B 项与材料中“可以决定战争

与和平”“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或处以死刑”不符，排除；材料体现不出公民的参

政态度，排除 D项。 

17.C 

 【解析】本题考查罗马法。材料中“罗马皇帝”“161~180 年在位”说明当时处于罗马帝国

时期，奥勒留的主张是“以同样的法对待所有人、实施权利平等和言论自由平等”，说明他认

为罗马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所有人应使用同样的法，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推动了罗马法适用范

围的扩大，契合了万民法的精神内涵，有利于罗马法从公民法发展至万民法，适应了罗马帝

国扩张后的发展需要，故 C项正确。材料涉及的是万民法，不是成文法，A项错误；罗马帝

国是帝制时代，和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无关，B项错误；材料中的主张主要是解决帝国扩张

后所有帝国公民之间的矛盾，并非平民与贵族矛盾，D项错误。 

18.B 

 【解析】材料指出英国国王有权威，但无实权，统而不治，故排除 A项。材料体现了英

国责任内阁制的实质，国王统而不治，内阁负责国家行政，故 B项正确。立法权属于议会，

且材料没有提及立法权的问题，故排除 C项。责任内阁制确立后，英国的代议制经过多次议

会改革，逐渐走向完善，故排除 D项。 

19.D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1789~1879年法国先后发生重大政治危机 13次，每次危机都发

生在重大的生死存亡关头，最终危机的成功解决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说明了法国共和之

路艰难曲折的特点，故选 D项。政治危机中充满了政体的纷争只是法国共和之路的表面现象，

而非实质，排除 A项。B项说法错误。C项在材料中无法体现，故排除。 

20.C 

 【解析】材料反映的是美国总统和议会议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不能长期任职和世袭，

这体现了共和制原则，C正确。联邦制体现的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A错误。分权制衡体

现的是各个权力机构相互牵制，B错误。中央集权原则指的是权力集中于中央，D错误。 

21.D 

 【解析】起义失败后，反动王朝的统治者恐慌的是“集会结社的高潮”的出现，这一高潮

的出现说明工人们认识到，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要加强团结，只有结成工人阶级的团体，

才有力量对付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反动统治者，故正确答案为 D项。“集会结社”并不能说明民

众政治地位的提升，排除 A项；B项与材料意思不符；C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22.C 

 【解析】材料体现了美苏“冷战”中双方的矛盾由资本主义阵营发起，苏联方面釆取行动，

但保留三条走廊畅通，体现了苏联的克制，故 C项正确。1955年“华约”的成立标志着美苏“冷

战”的全面开始，故排除 A 项。材料中主要说明的是美苏因发行新的货币产生了分歧，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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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B项。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材料是发行新的货币，选项内容与材料不符，

故排除 D项 

23.A 

 【解析】依据材料“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行为，均属各自使命感的表现……可以引导落

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可知，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美苏争霸具有强烈

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 A项正确；材料体现的是美苏“冷战”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影响，并

未推动世界政治体系的重建，B项错误；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给人类的社会进步和安全

造成巨大的威胁，材料不能体现美苏“冷战”促进了亚非拉美的现代化，C 项错误；D 项在材

料中没有体现，且不符合史实，排除。 

24.D 

 【解析】材料反映了中、美、俄等国家互访以及俄、法、德三国首脑定期会晤体制的形

成，从侧面体现了两极格局瓦解后，一超多强局面的形成，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大国关系

出现了深刻调整，故 D项正确。材料无法体现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分化，故 A项错误；世界政

治多极化格局趋势依然在不断加强，并未形成，故 B项错误；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依然试图

构建单极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其影响力并未因此削弱，故 C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 

25. （16分）【答案】 

（1）图1：西周，分封制。（2分）都城在镐京，地方上存在齐、卫、燕、晋、宋等诸侯国，

这与西周时期政治中心在镐京，地方分封诸侯的状况相吻合。（2分） 

图2：秦朝，郡县制。（2分）都城在咸阳，修建了长城，疆域东到辽东、西到陇西、

南到南海、北到长城，在全国范围设郡，这与秦朝定都咸阳，在全国各地推行郡

县制的状况相吻合。（2分） 

图3：西汉，郡国并行制。（2分）地方上郡与王国同时存在，这与西汉初期郡国并行

的状况相吻合。（2分） 

（2）分封制和郡国并行制下，权力世袭，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威胁中央集权，不利于国

家统一；郡县制下，官员迁转太快，不利于地方发展。（4分） 

26. （18分）【答案】 

（1）孙中山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影响；《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的影响；遏制国民政府官员违

法及腐败行为的现实需要；在抗日战争期间推动全民族抗战和统战的需要；巩固国民

政府统治的需要。（10分） 

（2）实现改革与立法的衔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完善；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健全了国家治理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8分） 

27. （18分）【答案】 

（1）因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丧失；美苏的威胁；1950

年，“舒曼计划”的提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联系比较密切；都实行

资产阶级代议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传统、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强

烈要求恢复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法德两国逐渐实现和解（12分，任

答6点即可） 

（2）影响：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的利益；促进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欧洲在国际

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合作起到示范作用；增强了世界政

治经济多极化趋势（6分，任答3点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