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星湖中学 2018～2019 学年（下）期末考试 
高一历史（必修）

考试时间：75 分钟    分值：100 分 

一、 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本大题 30 小题，

每小题 2分，共 60分) 

1. 右图为周恩来总理出席 1954年 9月某次会议的签到卡。关于此次会议的叙述

正确的是                                                   (  )

A. 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建立

B. 此次会议在普选基础上举行，并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

C. 此次会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D. 此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基层民主

2.“在这样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上，中国在选择政党制度时必然要寻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符

合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的政党制度。”新中国“符合文化传统”的政党制度是  (  ) 

A.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 民主集中制度

C.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 1954 年，毛泽东提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村生产力的发

展，它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国在农村实行

了                                                                         (  )

A. 土地革命 B. 农业合作化运动 C. 人民公社化运动 D.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4.观察右图，导致中国这一时期工业产值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 

A.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B.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C. 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D. 执行中共八大的决策

5.“村里的事村民管，自己投票选‘村官’，拆掉干群之间墙，  

架起沟通连心桥。”这种现象是下列哪部法律颁布后的直接结果    (  )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C.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6.下图反映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商品化发展情况，对图中数据变化的因素解读正确的是

(  ) 

A.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

B.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

C. 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

D. 农村土地所有制性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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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86 年 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港时高兴地说：“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

率就上来了，这无非是给了你们权……你们有了权，有了钱，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直接背景是                                                    (  ) 

A. 东南沿海经济特区设立          B.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 

C.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8.“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人数约为 100万人左右，2000年即迅速增长到 1 000多万

人，到 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达 1.47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4 779万人。”其中，改革开

放初期省际人口迁移主要是流向                                               (  ) 

A. 广东省          B. 海南省         C. 四川省       D. 安徽省 

9.花花绿绿的票证曾是无数中国家庭的重要财产，它承载着社会生活的风风雨雨，见证着岁月的

风尘和沧桑。从图 1到图 2票证的变化直接反映了我国新时期                     (  ) 

     
图 1 粮票             图 2 股票 

A.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B. 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C. 体制改革由农村试点转向城市改革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 

10. 1990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

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

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据此，中央采取的重大举措是          

(  ) 

A. 建立上海经济特区                B. 设立上海为沿海开放城市 

C. 在上海设立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D.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11.右图是“习马会世纪握手”。这历史性的一握翻开了海峡两岸关系新  

的一页。回顾历史，打破海峡两岸隔绝状态的事件是      (  ) 

A. 1979 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B. 1987 年，台湾当局允许居民赴大陆探亲 

C. 1992 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 

D. 2008 年，海峡两岸直接“通商通航通邮” 

12.近年来，台湾的一些人主张借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原则”组织台湾岛上的居民进行所

谓“统独公投”以决定台湾的前途。国际法专家认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是指一切处于外

国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民族，具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政治地位和自主地处

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据此可见，上述材料中“台

湾的一些人”的主张                                                         (  ) 

A. 严重挑衅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B. 符合国际法中“民族自决原则” 

C. 基于台湾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原则       D. 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应遵循国际法 

13.右图是 20 世纪 50年代的一张中苏友好宣传海报，主题语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   

万岁！”这一海报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特色是                      (  ) 

A. “另起炉灶”      B.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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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边倒”        D.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4. 1953 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其周边地区(指新兴 

民族独立国家)促进和建立可以作为缓冲的友好国家。”当时中国政府              (  ) 

A. 参加日内瓦会议                    B. 确立“一边倒”外交方针 

C. 提出“求同存异”                  D.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5. “已有不少人将周恩来喻为日内瓦会议的挽救者，他已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这样的评价是基于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其演说的宗旨是      (  ) 

A. 号召与会国家采取不结盟政策     B. 阐述亚非各国联合反帝反霸方针 

C. 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     D. 提出不同性质的国家“求同存异” 

16. 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周恩来说：“这一突破使世界上

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收获就在这里。”两人话题的核心是指           (  ) 

A. 中苏建立同盟关系                 B. 中国重返联合国  

C. 中美关系缓和                     D. 中日邦交正常化 

17. 担任过十月革命时期《真理报》副主编的季诺维也夫曾说：“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 

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这个“现成政治图纸”最主要的主张是

(  ) 

A. 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B. 制定武装起义方针 

C. 号召俄国人民退出世界大战          D. 建立苏维埃政府 

18. 有人认为俄国经历一次重大变革后，便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历史的引

领者”。此结论意在说明俄国这次“重大变革”                                (  ) 

A. 推翻了腐朽落后的农奴制         B. 借鉴了资本主义代议制度 

C. 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D. 打开了社会主义改革闸门 

19. 下图为“康德拉捷夫世界经济增长与衰退的波动周期表”。图中周期④与周期⑤之间的世界

经济呈现波谷状态，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  ) 

 
A. 美苏经济的对抗                 B. 世界局部战争破坏 

C. 经济大危机爆发                 D. 世界民众消费乏力 

20. 右图反映了 1929—1937年美国失业工人人数的  

变化情况，导致这个时期失业人数逐步回落的直     

接有效的措施是          (  ) 

A. 整顿金融 

B. 颁布《工业复兴法》 

C. 以工代赈 

D.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21. 二战后，英国扩大了以社会保险和福利补助为内 

容的福利制度。法国按家庭津贴原则，国家为有子女的工人和雇员提供补助，还制定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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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保险立法，使半数以上的人口生活有了保障，使福利开支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6%。

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这种做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包括               (  ) 

A. 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生活            B.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C. 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            D. 扩大了社会的整体消费 

22. “农民被准许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不过，列宁

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

运输业)。”列宁的这一政策                                                (  ) 

A. 在战争状态下推行             B. 全面恢复了资本主义 

C. 在苏联被长期贯彻             D. 利用了商品市场手段 

23. 马莉莉在《战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比较》中提到：“从 1953年中国完成经 

济恢复，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本和资源严重缺乏问题就呈现出来。借鉴 1933 年苏联

的做法，中国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材料中提到的“苏联的做法”指                            

(  ) 

A.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 新经济政策 

C. 斯大林模式                       D. 承认市场经济体制 

24. 历史图表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下图为 20世纪 60—70年代的苏、美工业产

值增长速度图：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 

A. 1960—1965年，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 

B. 1965—1970年，赫鲁晓夫改革的成功使苏联经济继续领先 

C. 1970—1975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速落后于苏联 

D. 1975—1980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导致苏联经济迅速下滑 

25. 有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进展。该观点的提出

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  ) 

A. 提供全球经济技术援助  B. 确立美国全球霸主地位 

C. 消除了各国的贸易壁垒  D. 建立制度化的货币体系 

26. “英美等 23 个国家签署的这份临时性文件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

使得因贸易摩擦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尽管其正式名称中有‘临时’字样，却沿用

了 47年。”材料中的“这份临时性文件”指的是                              (  ) 

A. 《布雷顿森林协定》               B.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C. 《欧洲联盟条约》                 D.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27. 梅森在《冷战》一书中指出，如果把冷战时期重新定义为“长时期的和平”，倒是颇为令人

耳目一新的。作者对冷战重新定义的主要依据是                               (  ) 

A. 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重建         B. 冷战时各国无武装冲突 

C. 美苏两国在利益上避免冲突       D. 新的世界大战得以避免 

28. 郑寅达在《德国史》中指出：“在欧洲联合的大框架下，德国似乎找到了发展的正道，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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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中完成统一，在统一中进一步发展，在联合起来的欧洲联盟中与其他大国一起充

当着领头羊。”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 

A. 英德矛盾缓解是欧洲联合的关键     B. 东西德国统一标志着二战后冷战结束 

C. 欧盟已成为主导世界格局领头羊     D. 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相互促进 

29. 和露雪(跨国公司联合利华旗下品牌)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竞争不过本地工厂，索性

出高价收购，以消灭竞争对手。在获得垄断地位以后，再以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

回来。材料说明了                                                          (  ) 

A. 高价收购是垄断组织扩张的唯一手段  B. 民族产业与外国企业无法共生共存 

C. 跨国公司通过资本扩张抢占市场份额  D.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 

30. 下图是美国统计的 198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即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大于出口

额)走势图。其中促成美中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主要因素是                      (  ) 

 

A. 实行改革开放                     B.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C. 开发开放浦东                     D. 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二、 判断题：判断正误，正确的填 A，错误的填 B(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31.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新中国第—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  )  

3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个省级自治

区的建立，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                                  (  ) 

33.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                                                                (  ) 

34. 亚太经合组织地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四大洲，成员之间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

异，对其经济集团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  ) 

35.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的局面，这意味着

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                                                (  ) 

三、 材料解析题：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6.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也有失败的教训。苏联解体后，中国成功探索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

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

机制……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

义。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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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斯大林创建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实行工商业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

农庄的准国有化，把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掉；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

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 

材料三 
会议 主题报告内容选摘 

中共十四

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共十五

大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

种所有制经济。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提及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据材料一，指出新经济政策

的特点和意义。(4 分) 
 
(2) 据材料二，归纳“斯大林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二战后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

改革失败的共同原因是什么？(3 分) 
 
(3) 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理

论贡献。(2 分) 
 
(4) 综合上述材料，请你谈谈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得到的有益启示。(1 分) 

 
37. “二战”后，国际经济合作对经济全球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

展，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都在酝酿战后经济秩序的方案。1943—1944年，英、美经过

多次谈判，商定了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妥协方案。1944 年 7 月，英、美等 44个国

家的代表通过了以英美妥协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 

材料二 1947 年 4月，美、英、中、法等 23 个国家进行关税减让的谈判，双边关税谈判共

进行了 123项，涉及大约 5万种商品。10月，23国签订了《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除每

年召开大会外，主要活动是主持减税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以上两则材料皆选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三 从全球治理体系来看，目前在经济发展领域主要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日本等发

达国家所主导……筹建亚投行是中国首次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提高

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一个体现。 

——国际在线网(2016年 1月 14日)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形成的经济体系以及主导国。(2 分) 
 

(2) 根据材料二概括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后来，它被哪个国际组织所取代？这反映了当今世

界贸易体系有何特点？(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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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材料三，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变

化。(2 分) 
 

(4) 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2 分) 
 
 

四、 问答题：根据设问，回答问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0 分) 
38.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

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发展的世界。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为什么会从盟友到对手？美苏之间的激烈角逐，形成了什

么格局，从而取代了长期以来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3 分) 
 

(2)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哪些新兴力量的崛起，日益冲击着战后初期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

(3 分) 
 
(3) 20 世纪末，世界政治格局又发生了怎样的剧变？其原因是什么？(3 分) 
 
(4) 近年来，国际上悄然吹起一股温和之风，“伙伴关系”屡见报端，新型国际关系正逐渐

形成。请谈谈你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认识。(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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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学年（下）期末考试 

高一历史（必修）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60 分．  

1．B    2．D    3．B    4．A     5．C    6. B     7. C      8. A      9. A     10. D 
11.B    12.A     13.C    14.D      15.C    16.C     17.A      18.C      19.C    20,C 
21.B    22.D    23.C    24.C      25.D     26.B     27.D     28.D      29.C    30.B 

二．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31．A  32．B   33．B   34．A   35.B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36. (1) 主要内容：实施粮食税；允许商品买卖。(2 分)特点：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发展经济。

(1 分)意义：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1 分) 
(2) 特点：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2 分)共同原因：没有从根本上突

破斯大林模式。(1 分) 
(3) 理论贡献：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 分) 
(4) 启示：充分利用市场建设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 分，任答

一点即可) 
37. (1) 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1 分)主导：美国。(1 分) 
(2) 宗旨：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1 分)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

(1 分) 特点：制度化、法制化。(2 分) 
(3) 特点：以发达国家为主导。(1 分)变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所提高。(1 分) 
(4) 做法：积极参与经济规则的制定；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推动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2

分，任答其中 2 点 2 分) 
四. 问答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0 分) 
38. (1) 原因：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2 分)格局：冷战格局(两极格局)。(1 分) 
(2) 力量：走向联合的欧洲(欧共体)；日本的崛起；不结盟运动(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政治舞

台)；中国的振兴。(任答 3 点，3 分) 
(3) 剧变：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2 分)原因：苏联解体。(1 分) 
 (4)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碰撞中磨合，竞争中协调。(1 分，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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