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限时训练!十"

!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西方文明
!时间$

!"

分钟
!

分值$

#"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每小题
!

分%共
!#

分"

!&

文艺复兴中的艺术把握了人文主义的精髓%提出了愈完

善就愈接近自然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细致入微的观察%以

及为精确观察而进行的实验#透视法所带动的数学方法

的兴起%促进了观察实验与数学方法的各自发展%并将二

者相结合&这说明 !

!!

"

'&

文艺复兴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建立

(&

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

近代科学是文艺复兴的有力武器

*&

近代科学直接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

某位
$"

世纪的水手曾这样记录他的航程$'每年四到六

月间%船只从苏伊士或巴士拉出发%分别经由红海或波斯

湾进入阿拉伯海%再顺着从海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航

往印度洋和中国海&大约在半年后%也就是在十月到十

二月间%再顺着东北季风航行回始发地&(他描述的航线

!

!!

"

'&

是达,伽马开辟的
(&

盛行于地理大发现以前

)&

来往的都是蒸汽船
*&

是哥伦布开辟的

#&$,

世纪
%/

年代%欧洲的冶金家发展了战舰铸炮技术%铸

成的新型大炮在大小#射程#威力等方面均大幅增加&这

一技术的应用 !

!!

"

'&

推动欧洲海外殖民扩张
(&

改变欧洲海战的性质

)&

导致欧洲封建制度解体
*&

促使欧洲新航路的开辟

$&$-

至
$#

世纪的英格兰人们曾以喝啤酒和麦芽酒的形式

喝掉他们谷物总产量的一半%后来他们又转向喝中国茶%

茶水里还要添加从牙买加舶来的食糖%从最低层的农民

到最高层的贵族%英格兰人普遍消费茶叶%而且消费量极

大&材料反映了当时英格兰 !

!!

"

'&

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

(&

开始崇尚东方人的生活方式

)&

贵族与平民的界线日益模糊

*&

积极发展与东方的海外贸易

%&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使得瑞士多民族的宗教文化在一

些区域既得到统一%又满足了当时瑞士新兴资产阶级追

逐财富的要求&在同瑞士教会和瑞士封建王权的斗争

中%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学说成为瑞士也成为欧洲资产阶

级的思想武器&这主要反映出当时瑞士 !

!!

"

'&

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服务

(&

在欧洲较早进入近代化进程

)&

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完全臣服于加尔文的精神控制

&&

卢梭认为'道德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外在的优雅得体

虽使人们不再有不体面的罪恶%但'另外的罪恶却以德行

的名义被装饰起来(&科学进步可能加剧不平等%'我们

的灵魂正是随着科学理性和艺术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

的(&他的这一观点 !

!!

"

'&

符合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知

(&

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补充

)&

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主张

*&

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本质

'&

议会审判时%英王查理一世说$'你们企图审判国王%这是

多么大的罪恶啊%我的权力是上帝所托付的&(法官说$

'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一旦这条纽

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4(追根溯源%法官

的话深刻反映了 !

!!

"

'&

法官与查理一世的个人恩怨

(&

审判与被审之间主权的较量

)&

民权理念对君权神授的否定

*&

议会政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

(&$#

世纪中叶%英国政治家麦尔维尔说$'倘若某些在职者

的观点与君上意见有别%君主虽未必就责成他们放弃)可

若是君上发现其他臣仆能使政府顺利运行//他必然有

权任命和使用之&(这反映出当时的英国国王 !

!!

"

'&

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

(&

仍能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

)&

成为内阁事实上的组织者

*&

拥有左右政局的实际力量

)&$-,$

年%英国乔治三世任命自己的宠臣布特勋爵担任首

相%然而由于对议会选举制度及丢失北美殖民地的怨气%

公众舆论开始批评国王的作为&

$-#/

年%下院宣称$国王

的影响力已经增加并继续增加%应该削弱它&这说明当

时的英国 !

!!

"

'&

君主立宪制徒有其表

(&

议会的权力遭到国王的挤压

)&

公众的民主权力逐步扩大

*&

国王与议会之间分享权力

!*&

按照美国宪法%法案在完成参#众两院的立法程序后%必

须经总统签字才生效%而总统则有权否决法案%或在规

定的
$/

天期限内不签字)如果总统否决或不签字%国会

需要再对法案投票%如果有三分之二议员投赞成票%总

统的否决可被推翻%法案自动成为法律&这样的运作程

序表明 !

!!

"

'&

国会对总统行政权形成有力的制衡

(&

国会的立法权受到总统的有力限制

)&

国会在立法实践中起最终决定作用

*&

参#众两院协调一致是立法的关键

!!&

联邦主义从政治多元主义的需要出发%糅合了不同体制

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型体制安排111不是简单的

中央集权制%而是各州具有一定主权但又受制于中央制

衡的联邦分权体制%通过设计国家权力在地域上的复杂

分配而化解多数派系的压制力量&因此%美国的联邦制

!

!!

"

'&

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

体现了分权制衡的理念

)&

保障了中央政府高效率的运作

*&

解决了各州的主权和派系斗争

!"&$-

世纪的法国政治家柯尔贝尔认为%既然不可能所有国

家在同一时间的出口都大于进口%因此一国的出口和积

累财富必然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基于这种认识%

当时的法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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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号

答

案

$

%

+

!

"

,

-

#

.

$/

$$

$%

'&

基本保持财政赤字状况

(&

压制从事工商业的胡格诺派

)&

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

对国内商品流动施加重税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第
$+

题
%"

分%第
$!

题
$%

分%共
"%

分"

!#&

!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李唐时期%公卿大臣有权'公荐(举人%新老士

族仍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

持取士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

标准&唐代常举科目是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考试以背

诵为主%无须通晓经文义理%故人贱其科&进士科以诗

赋为主%并主要以此取士&诗赋之作%贵在创新%非聪明

博学之士难成佳作%故进士科最受人推重&

进入宋代%无论士#农#工#商%只要被认为是稍具文

墨的优秀子弟%皆可应举入仕&宋代废除了'公荐(制

度%考试中推行封弥#誊录法%从根本上保证了'一切以

程文为去留(的原则&进士科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

义#诗赋#策#论并重%读书人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

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开拓知识面%培养独立

见解和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得胜

利&但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能侥幸取胜%就有可能踏上仕

途%并且获得比以恩荫入仕的人更多的升迁机会&

!!!摘编自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

材料二
!

在中世纪%所有官员都是国王的臣仆%一切听

命于国王%官吏的任命和升迁完全取决于门第出身和对

国王的忠诚%这就是所谓的'恩赐官爵制(&

$-

世纪
#/

年代末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确立了君

主立宪制%国王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随后建立了两党轮

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掌握

了对政府中重要官员的任免权&于是%在议会选举中取

胜而上台的党派%便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合法

地#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加以分配%这就是所谓的'政

党分肥制(%##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

现实促使资产阶级下决心改革旧的官吏制度%探索新的

人事行政制度&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英国许多政治性

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录用官吏的程序和做法%主

张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

!!!摘编自顾杰*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科举制度演

变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

分"

!

%

"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英国文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

景&结合材料一#二与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才选拔制

度的认识&!

.

分"

!$&

!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的核心观念是'通识

学习(%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开办学校&人文主义者相

信%'通识学习(是实现真正自由%确使人类潜力能够得

到完全发挥的关键&通识学习的内容包括历史#道德哲

学#雄辩术#文法#诗歌#数学#天文以及音乐%其目的在

于以此培养出具有美德和智慧%并拥有说服别人与自己

同样行事的修辞技巧的人&按照希腊人健全的身体才

有健全心灵的准则%人文主义教育家也强调身体教育%

学生被授以标枪技巧#箭术#舞蹈%并被鼓励练习奔跑#

摔跤#狩猎和游泳&人文主义教育被认为是为未来生活

进行的实际准备%它的目标不在于培养出伟大的学者而

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市民&它为欧洲统治阶级提供了

基础教育的典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

世纪&

!!!摘自-美.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二
!

$.$%

年%德国留学数年的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

总长%他特别强调$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

民健全之人格)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同

时%他深感国人年长而失学者为之众%欲求教育普及%特

设立社会教育司%与普通#专门两教育司鼎足而三&

%

月%针对清朝学部
$./,

年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

武#尚实五项宗旨大加修订%提出新的教育方针为$军国

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

感教育&前两者旨在强兵富国%后三者均以培养共和公

民的'完美人格(为目的%并用以节制前两者的副作用&

!!!摘编自张晓唯*蔡元培评传+

!

$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通

识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

分"

!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蔡元培教

育改革的背景及对通识教育的新发展&!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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