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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１　 ００１　　　　

必修１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１．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２．知道“始皇帝”的来历，根据皇帝、“三公”、郡县制理解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分析秦朝中央集权

制度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３．理解汉武帝颁布“推恩令”、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元朝的行省制度，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４．理解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认识官吏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汉到元政治制度的变

化，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５．从宰相制度的废除、内阁的出现、清朝军机处的设置，理解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发展到顶

峰，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考点分析

本单元的考点可分为中央机构、地方机构、选官用官制度三条线索来整理：①中央机构包括秦朝的皇

帝、三公，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内阁的出现，清朝军机处的设置等考点。其中，既要了

解皇位独尊，皇权至上，专制独裁的特点，又要了解皇权和相权的制约与斗争。②地方机构包括分封制、郡

县制、“推恩令”、行省制度等考点，其中分封制、郡县制、“推恩令”可作为一个系统来了解，认识郡县制取代

分封制的过程。行省制度则一直影响到今天。③选官、用官制度要注意与同时代政治制度的联系，如三省

六部制与科举制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重难点拨

１．分封制

分封制是周王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古代帝王的后代等，建立诸侯国。这些受封

的诸侯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分封制使西周贵族集团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

在分封制下，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而接受分封的诸侯则对周王尽义务。诸侯的义务包括：①
服从周王的命令；②按期向周王贡献财物；③随从周王作战。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有限的自治。

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掌握着朝觐、会盟、征伐的权力。

【例１】中国人以祖先的封地、封国为姓氏的，在汉族姓氏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与下列哪一政治制度密切

相关 （　　）

Ａ．禅让制　　　　　　　Ｂ．分封制　　　　　　　Ｃ．郡县制　　　　　　　Ｄ．行省制

【解析】本题将文史常识融入考题中，而解题的关键是抓住题干中交代的“姓氏”与“封国”的关系来思

考。答案是Ｂ。

２．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

为解决分封制下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西周又实行了宗法制度。它通过血缘关

系的亲疏，明确嫡长子为大宗，其他的诸子为小宗。嫡长子是土地、财产和权力的继承者。大宗有主祭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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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权，小宗无权祭祖，但必须尊祖，要敬重有权祭祖的大宗。祭祖进一步通过血缘关系强化了尊卑等级。

宗法制把“国”和“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大宗、小宗的关系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宗

法关系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保障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

【例２】西周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是 （　　）

Ａ．宗法制 Ｂ．分封制 Ｃ．井田制 Ｄ．礼乐制

【解析】本题用理解层次的考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情况。这种考法在已进行的３年学业水平考试

中是常见的。答案是Ａ。

３．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确立

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表现在：第一，权力高度集中是其基本特征。“皇帝”称号的出现显示了皇位独尊；

国家一切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体现了皇权至上；嬴政自称“始皇帝”，并规定自己死后传位给子孙，“至

于万世”，表现了“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第二，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九卿互相配合、互相牵制，谁也不能

独揽大权。第三，地方上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听命于皇帝。它取代分封制，打破了

六国原有的地理疆域界限，削弱了地方的权力，避免了因地方权力过大而出现分裂局面。此外，秦朝还推行

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如修筑万里长城、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为历代所沿用。秦朝奠定了中国古代大

一统王朝政治制度的基础。

【例３】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明太祖）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副）之，而殿阁大学士

只备顾问。

———《明史·职官志》

材料三　军机处机构简单，有官无吏，办公场所只是几间值班用的平房。军机大臣品级不高，但都由钦

定。他们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决。各种诏令由军机大臣按皇帝的意旨

拟写成文，经皇帝审批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

———人教版《历史》必修１
（１）根据材料一思考，图１所示的中央政权组织创立于哪个朝代？图２所示的唐朝中央官制在历史上被

称作什么制度？

（２）根据材料二思考，明太祖为加强皇权采取了哪些措施？

（３）军机处设置于哪个朝代？根据材料三，归纳军机处的主要职能。

（４）综合以上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演变的趋势。

【解析】本题对古代封建中央政治制度进行考查，但第（１）题、第（２）题和第（３）题均独立设问，且除第（３）

题归纳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涉及考点的具体内容外，其他都是大概念，而且可以直接从材料中得出答案。第

（４）题略难，但第（２）题实际上已经给了暗示。

【答案】（１）秦朝。三省六部制。（２）废除丞相；裁撤中书省，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设殿阁大学士。（答

出任意两点即可）（３）清朝。主要职能：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按皇帝意旨拟写诏令，传达给中央各部和

地方官员去执行。（４）皇权不断强化（或相权逐渐削弱；或君主专制不断加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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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对西周宗法制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Ａ．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

Ｂ．是分封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

Ｃ．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

Ｄ．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２．西周实行分封制，分封的对象包括 （　　）

①王族　②功臣　③少数民族首领　④古代帝王的后代

Ａ．①②③④ Ｂ．①②③ Ｃ．①②④ Ｄ．①②

３．西周时，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不享有的权利是 （　　）

Ａ．设置官员 Ｂ．建立武装 Ｃ．征派赋役 Ｄ．自称天子

４．秦朝推行郡县制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是 （　　）

Ａ．废除奴隶社会的官吏世袭制 Ｂ．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Ｄ．确立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５．西汉时期，为解决王国问题而颁布“推恩令”的皇帝是 （　　）

Ａ．汉高祖 Ｂ．汉文帝 Ｃ．汉景帝 Ｄ．汉武帝

６．下列对西汉察举制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

Ａ．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Ｂ．属于地方行政制度

Ｃ．由下而上地推荐人才为官 Ｄ．是重要的选官制度

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主要表现是 （　　）

Ａ．削弱了相权 Ｂ．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Ｃ．选拔了人才 Ｄ．打击了士族

８．宋太祖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核心是 （　　）

Ａ．削弱中央大将和丞相的权力 Ｂ．削弱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

Ｃ．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 Ｄ．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

９．明太祖废丞相、撤行中书省的目的是 （　　）

Ａ．健全地方的职能 Ｂ．厉行思想控制

Ｃ．监视官吏与百姓 Ｄ．强化君主专制

二、材料解析题

１０．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保直（官吏值班）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

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

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材料二　军机处名不师古，而经纶出纳，职居密勿。……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正、乾隆后，百八十

年，威命所寄，不予内阁，而予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清史稿》

材料三　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军机）大臣相见，宦寺（宦官）不得参与，即承旨诸

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达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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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军机处最初设置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２）军机处的职能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３）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军机处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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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１．理解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的主要影响，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

意义。

２．了解《十二铜表法》和《民法大全》的地位。理解罗马法的影响，认识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

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考点分析

本单元的考点单独出主观题的可能性不大，但要注意两个方向：一是结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出主观题，

如考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时，结合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来考查；二是考近代西方代议制时，结合希腊

民主政治的机构、罗马的法律体系，探究近代西方代议制中议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渊源。

●重难点拨

１．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的主要影响

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

提尼改革基本上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起来。伯利克

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

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例１】公元前５世纪，谁担任雅典首席将军期间，鼓励公民积极参政，为公民发放“观剧津贴”，雅典民主

进入“黄金时代” （　　）

Ａ．梭伦　　　　　　　Ｂ．克利斯提尼　　　　　Ｃ．伯利克里　　　　　　Ｄ．查士丁尼

【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掌握雅典民主“黄金时代”的统治者。答案是Ｃ。

２．罗马法的影响

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影响广泛而深远。《十二铜表法》和《民法大全》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

罗马法是罗马统治的有力支柱，它为国家权力提供法律依据，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

和经济利益。罗马法保护私有财产，提倡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这有利于调整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纠

纷，缓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法律制度渗透到国家各个角落，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

生活，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

罗马法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

的基本条件。它对近代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很多法律制度中的原则和做法，都可

在罗马法中找到源头。近代时期，资产阶级根据罗马法中的思想，制定出保障自己利益的法律。他们还利

用和发展了罗马法中的思想和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武器。

【例２】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的标志是 （　　）

Ａ．习惯法 Ｂ．《十二铜表法》 Ｃ．万民法 Ｄ．《民法大全》的汇编

【解析】本题考查的识记考点是《民法大全》的地位。由于考纲要求理解罗马法的影响，因此要知道罗马

法的发展过程。答案是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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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的异同

同：强调法律至上，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妇女、奴隶受到歧视，无民主权利可言；都强调维护奴

隶制度；都对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异：希腊侧重于民主建设，罗马侧重于法制建设。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是 （　　）

Ａ．梭伦改革

Ｂ．克利斯提尼改革

Ｃ．伯利克里改革

Ｄ．亚里士多德改革

２．雅典民主政治的顶峰出现在 （　　）

Ａ．梭伦改革时

Ｂ．克利斯提尼改革时

Ｃ．伯利克里改革时

Ｄ．颁布《十二铜表法》后

３．《十二铜表法》的诞生 （　　）

Ａ．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

Ｂ．是长期对外扩张的结果

Ｃ．是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结果

Ｄ．是法学家积极立法的结果

４．罗马法维系和稳定帝国统治的作用表现在 （　　）

①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②对公民的平等权利予以理论上的承认　③保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　④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⑤保护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

Ａ．①②③ Ｂ．①②③④ Ｃ．①④⑤ Ｄ．②③⑤
二、简答题

５．罗马法最终形成的标志是什么？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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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１．了解《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和影响，掌握英国的责任制内阁，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２．掌握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的基本内容，理解“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的基本含义。

３．识记法国共和政体在法律上确立的标志和德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标志。

●考点分析

１．本单元英国的《权利法案》和责任制内阁，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都可以单独命制主观题。《权利法案》和

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又可以结合起来命制主观题。还要注意了解希腊民主政治、罗马法对它们的影响。

２．对考纲中涉及的英国史进行归纳，思考英国史可以怎样出题。英国史的主要考点有：牛顿在经典力

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进化论创立的标志及意义，１８世纪中期英国确立殖民霸权，第一次工业革命（哈格里夫

斯发明珍妮机、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影响）等。

３．对考纲中涉及的美国史进行归纳，思考美国史可以怎样出题。除１７８７年宪法外，美国史的主要考点

还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成就，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影响，“冷战”的含义和两极格局形成的

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成员国等。

●重难点拨

１．《权利法案》的影响

《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确立。作用：（１）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议会是国

家的权力中心，使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２）

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使政治斗争处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中，对社会

的稳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３）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不仅对巩固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起了巨

大的作用，而且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一种模式，不少国家后来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例１】英国某文献颁布后，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君主立

宪制确立起来。该文献是 （　　）

Ａ．《权利法案》 Ｂ．《独立宣言》

Ｃ．１７８７年宪法 Ｄ．《人权宣言》

【解析】本题用选择题考查理解层次的考点，能够判断出正确答案的信息很多，如“英国”“君主立宪制确

立”等。答案为Ａ。

２．１７８７年宪法的历史作用

（１）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２）西欧的启蒙思想政治学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与

美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世界整个政治制度史中堪称典范，对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起到示范作用。

（３）联邦制赋予政府强有力的权力，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联邦政府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权力之间制约与

平衡，防止专制独裁，保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４）地方自治权与中央政权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在维护

国家主权的同时，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调动和创造性的发挥。（５）体现和维护了独立战争的重大成就，使政

府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带来美国长期的稳定。

【例２】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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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英国《权利法案》规定：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

式者，皆为非法。

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材料二

（１）根据材料一，概括《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确立了什么样的政体？

（２）材料二中的“美国联邦政府结构”体现了什么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美国宪法是什么？

（３）当今，英国的国家元首是国王，美国的国家元首是总统，两者在产生方式、任职期限、行政权力上有

何不同？

【解析】第（１）题和第（２）题基本上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找到答案，并不需要死记硬背。因此，训练学生如

何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是学业水平考试复习中应注意的教学方法。第（３）题，关于英国国王的设问似乎

偏离了考纲的主体要求，但只要平常稍有知识积累，解答也并不难。

【答案】（１）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议会的权力。（归纳具体内容亦可）君主立宪制。（２）三权分立（分权

与制衡）。１７８７年宪法。（３）产生方式：英国的国王是世袭的；美国的总统由选举产生。任职期限：英国的国

王任职终身；美国的总统每届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行政权力：英国的国王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

美国的总统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对英国责任内阁首相的表述，正确的是 （　　）

Ａ．首相由国王任命，也可以被国王罢免

Ｂ．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

Ｃ．由在上议院的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担任

Ｄ．首相的权力表现为任免高级文官、制定宪法等

２．１７８７年宪法确立的美国政权组织形式是 （　　）

Ａ．总统共和制 Ｂ．议会共和制 Ｃ．君主立宪制 Ｄ．君主专制

３．根据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的规定，下列选项中，错误的是 （　　）

Ａ．行政权归总统

Ｂ．美国的总统可以制定法律，征收一定的税费作为行政经费

Ｃ．美国的政体是总统制和共和制

Ｄ．美国的总统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拥有最高行政权力

４．下列对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的评价，正确的是 （　　）

①巩固了独立战争的成果　②加强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　③突出“分权与制衡”原则，具有一定的民

主性　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Ａ．①② Ｂ．①②④ Ｃ．①②③④ Ｄ．①②③

５．德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标志是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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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俾斯麦成为普鲁士的宰相

Ｂ．１７８１年，德意志帝国建立

Ｃ．德国统一

Ｄ．１７８１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

二、材料解析题

６．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材料二　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

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材料三　除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为非法。

（１）上述材料源于哪一文献？该文献颁布于何时？该文献的颁布有何意义？

（２）在材料一、材料二、材料三中，议会分别通过哪些手段来限制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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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１．识记《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理解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２．识记金田起义的时间、太平天国定都的时间和地点，掌握《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

及其评价，认识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局限性。

３．识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八国联军侵华的时间、《辛丑条约》的主要

内容，认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４．理解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识记武昌起义的时间和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间及定都的地点；掌握《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认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

国的意义。

５．掌握五四运动的时间并理解其历史意义；掌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中共一大的召开及其意义，认

识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识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和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

６．识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时间和主要领导人，理解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红军长征的时间和

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７．弄清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时间及影响，识记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和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认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８．理解重庆谈判，识记人民解放军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历史事件和三大战役的名称，掌握三大战役的

影响。

９．综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考点分析

１．对本单元考点中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进行归纳整理，认识

中国是如何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可将条约的内容按开放通商口岸、赔款、割地、获取其

他特权等分类归纳。

２．《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与《权利法案》、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相联系，还可以结合启蒙思想出题。

３．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结合出题。

４．日本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可进行归纳分析。

５．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可结合出题，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的英明决策。

６．归纳毛泽东的主要活动，如中共一大的代表、发动秋收起义、遵义会议、参加重庆谈判等。

●重难点拨

１．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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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质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都随之发生变化

社会政治 导致清朝的政局开始发生变化，出现洋务派

社会经济
开始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

有利于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运动兴起，新式工业出现

阶级关系
农民的负担加重，清政府的腐败进一步暴露，社会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民族资产阶

级产生

社会思想
一批爱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觉醒，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萌发，如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

学习。同时，出现洋务派

【例１】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战争是 （　　）

Ａ．鸦片战争 Ｂ．第二次鸦片战争

Ｃ．甲午中日战争 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解析】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

深，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答案是Ａ。

２．《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影响

《马关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失。巨额赔款，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新通

商口岸的开辟，使列强的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拓展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

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

租借地，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中国社会半殖

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使中国的税收受到列强的控制。“使馆界”实际上

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清朝的腹地京津至山海关广大地区，置于列强的武装控

制之下。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改设外务部，列强通过外交途径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清政府成为帝

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

约，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例２】翻阅《中国近代史》时，看到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一段文字：“割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

岛给日本……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你推断这段文字出自 （　　）

Ａ．《南京条约》 Ｂ．《北京条约》

Ｃ．《马关条约》 Ｄ．《辛丑条约》

【解析】本题是学业水平考试中少见的材料式选择题，但难度不大。材料中既有割台湾等内容，又点明

了“日本”。答案是Ｃ。学业水平考试尽管把“理解”层次的考点出成选择题，尽管出了材料式选择题，但考查

的都是主干知识中的大概念，如２００９年学业水平考试第６题：清政府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

治中国的工具，始于下列哪一条约的签订。备选项也是上述四个条约。

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辛亥革命的功绩和局限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孙中山于１９１２年春颁布。内容：略。性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

质的文件。意义：《临时约法》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它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制度和三

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功绩：它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结束了中国２０００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

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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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条件。同时，辛亥革命也对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局限性：辛亥

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例３】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是 （　　）

Ａ．《民法大全》 Ｂ．《权利法案》

Ｃ．《资政新篇》 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解析】２０１１年是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所以，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的各种考试均在此处命题。学业水平考

试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题是：“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其地点是”（南京）。

时政热点是学业水平考试命题时关注的一个方面。答案是Ｄ。

４．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运动中，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

力军。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

始走上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并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

件。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例４】２０１２年５月初，高二某班的同学举行“弘扬五四精神”的主题班会，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

（　　）

Ａ．５０周年 Ｂ．７０周年 Ｃ．９３周年 Ｄ．１００周年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答案是Ｃ。

５．遵义会议

（１）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

误，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２）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肯定毛泽

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３）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问题；采取民主集中

制原则，独立地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

【例５】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的会议是 （　　）

Ａ．八七会议 Ｂ．遵义会议

Ｃ．中共七大 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解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两次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一次是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者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新天地，后者通过长征实现战略重心转移。答

案是Ｂ。

６．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

１９４７年６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１９４８年９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意

义：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１５０多万人。从战争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看，三大战役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

界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例６】１９４７年６月，人民解放军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事件是 （　　）

Ａ．百团大战 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Ｃ．辽沈战役 Ｄ．渡江战役

【解析】本题是２０１１年学业水平考试在本单元出的第四个选择题。３年来，学业水平考试在本单元的考

点中没有出过题的就是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知识的考点。答案是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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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１．《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关税主权遭到破坏，主要表现是 （　　）

Ａ．中国不能单独决定关税的税率 Ｂ．英国有权决定中国的关税税率

Ｃ．中国的海关必须由外国人管理 Ｄ．中国的关税必须保持低税率

２．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主要依据是 （　　）

Ａ．中国的革命任务发生变化 Ｂ．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Ｃ．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 Ｄ．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变化

３．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条约是 （　　）

Ａ．《南京条约》 Ｂ．《黄埔条约》 Ｃ．《天津条约》 Ｄ．《北京条约》

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列强开辟的通商口岸呈现的特点是 （　　）

Ａ．集中在长江流域

Ｂ．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Ｃ．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

Ｄ．分布在整个沿海地区并向内地发展

５．关于《资政新篇》的评价，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

Ａ．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革命纲领

Ｂ．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空想

Ｃ．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Ｄ．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主要的是 （　　）

Ａ．对中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强烈冲击

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

Ｃ．使中国人开始较为正确地认识世界

Ｄ．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

７．“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哀悼与赞叹的邓世昌是在哪次战役中牺牲的 （　　）

Ａ．平壤战役 Ｂ．黄海大战

Ｃ．辽东半岛战役 Ｄ．威海卫战役

８．《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的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最远到达 （　　）

Ａ．南京 Ｂ．汉口 Ｃ．重庆 Ｄ．沙市

９．《马关条约》的内容中，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阻碍最为严重的是 （　　）

Ａ．赔款白银２亿两 Ｂ．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Ｃ．增开沙市、重庆等为商埠 Ｄ．开辟内河航运线

１０．１９００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 （　　）

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Ｂ．八国联军侵华

Ｃ．同盟会成立 Ｄ．武昌起义爆发

１１．《辛丑条约》的哪一项内容最能说明清政府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　　）

Ａ．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Ｂ．清政府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地区

Ｃ．清政府严禁人民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组织，严惩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

Ｄ．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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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主要是指 （　　）

Ａ．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

Ｂ．积极发动人民参加革命

Ｃ．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Ｄ．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纲领

１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实质意义在于 （　　）

Ａ．明确了人民的权利

Ｂ．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

Ｃ．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

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１４．下列历史事件的介绍，错误的一项是 （　　）

Ａ．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

Ｂ．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

Ｃ．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

Ｄ．１９２１年，南昌起义爆发

１５．下列人物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的是 （　　）

Ａ．毛泽东 Ｂ．陈独秀 Ｃ．李大钊 Ｄ．周恩来

１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新”的主要体现是 （　　）

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②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法　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　④以实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

Ａ．①② Ｂ．①②③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③④

１７．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不包括 （　　）

Ａ．吴佩孚 Ｂ．段祺瑞

Ｃ．孙传芳 Ｄ．张作霖

１８．八七会议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总暴

动……工人阶级应时刻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它表明 （　　）

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

Ｂ．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Ｃ．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

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

１９．下列关于遵义会议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

Ａ．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

Ｂ．彻底清算了党内的“左”倾错误

Ｃ．在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

Ｄ．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２０．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 （　　）

Ａ．占领中国东北 Ｂ．侵占台湾

Ｃ．促使蒋介石扩大内战 Ｄ．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

２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是 （　　）

Ａ．九一八事变 Ｂ．卢沟桥事变

Ｃ．南京大屠杀 Ｄ．日军进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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