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题 

1951年至 1954年中国只新增 1个建交国，而从 1955年到 1959年，

有尼泊尔等 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 

B.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C. 印尼亚非会议的成功 

D.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1951年-1954年间与中国建交国家数量较

少，主要是由于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 1955年-1959年数

量增加，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外交上开始突

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调整，故 D项正确。1951-1959

年都处于美苏对峙时期，因此并不是出现数量变化的原因，故排除 A

项。20世纪 50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较大的提升，故 B项排

除。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并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正是中国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一次成功实践，故印尼亚非会议的成功不是主要原因，排除

C项。 



 

 

 

选择题 

1972-1973 年中美以“公报和公告”形式向世界宣布：任何一方都不应

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

霸权的努力；双方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

这反映了当时。 

A. 中美的国家利益趋于一致 

B. 美国暂时放弃了霸权主义政策 

C. 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D. 中美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 

【答案】D 

【解析】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进入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美苏争霸态

势转为苏攻美守，因此中美双方调整外交政策，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

化，发表了材料中的公告，故 D项正确；中美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利

益也是不一致的，故 A项错误；七十年代美国没有放弃过霸权主义政

策，故 B 项错误；1972 年，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不符合材料

信息，故 C项错误。 

 

 



 

选择题 

1972年 3月，田中角荣说："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 38

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

纠纷……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

而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

安全保障。"这一言论认为 

A.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已超过日美关系 

B. 中美关系的改善可以促进中日建交 

C. 中日关系改善有助于改变远东冷战态势 

D. 维护远东和平可以促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答案】C 

【解析】 

材料“可以维护远东和平。而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

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田中角荣的意思是说中日关

系改善有助于改变远东冷战态势，C正确；材料并不是说明中日关系

的重要性大于日美关系，A错误；材料是说明中日关系改善有利于促

进远东局势，不是说中美关系的改善可以促进中日建交，B错误；材

料也不是说明维护远东和平可以促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D错误。 

 

 

 



选择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关系方面主要有四次建交高峰，其中第四次出现

于 20世纪 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建交热的外部因素 

A. 改革开放的深化 

B. 苏东剧变 

C. 美国霸权主义 

D. 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答案】B 

【解析】 

20世纪 90年代初由于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

世界上又一次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B正确；改革开放的深化属

于中国的内部因素，A错误；美国霸权主义不是导致该时期中国建交

热潮的外部因素，C 错误；多极化格局是一种趋势，并没有形成，D

错误。 

 

 

 

选择题 

1950 年，美国某政府官员说："只有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

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克里

姆林宫真正的根本。"材料表明美国"冷战"的目的是 

A. 传播美国价值观颠覆苏联制度 



B. 公开干涉世界各国内政以称霸全球 

C. 武力颠覆苏联政权以遏制共产主义 

D. 以道德方式确保在欧洲的经济利益 

【答案】A 

【解析】 

材料中“我们的基本价值”是指美国的价值观，“挫败克里姆林宫”是指

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美国是想通过冷战颠覆苏联，A正确；

材料中美国的目标明显是针对苏联，并不是世界各国，B错误；冷战

是除了诉诸武力之外的一切敌对活动，C错误；材料的主要目的是颠

覆苏联，并不是确保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且以“道德的方式”说法

不符合史实，D错误。 

 

 

 

选择题 

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四国对西方国

家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分别为：68%、66%、29%、33%；

到 1952年又分别下降到 29％、29％、15％、11％，造成这一现象的

直接原因是 

A.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B.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C. 经互会的成立 



D. 柏林危机的爆发 

【答案】C 

【解析】 

材料中体现出东欧国家对于西欧国家贸易额比重的下降，主要是美国

实行马歇尔计划，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世界分

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阵营，故 C正确；马歇尔计划实施的

影响主要在西欧，A错误；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主要是指冷战的政治方

面表现，B错误；柏林危机的爆发主要是英法美针对德国而导致的货

币危机，故 D项错误。 

 

 

 

选择题 

1947年，美国副国务卿强调：“除非欧洲的各个部分在一个和谐的整

体中协调一致，否则欧洲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取得欧洲经济及

军事的协调乃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这说明 

A. 美国创建北约以对抗苏联 

B. 美国马歇尔计划顺利实施 

C. 欧洲市场威胁美国霸权 

D. 欧洲联合符合美国核心利益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除非欧洲的各个部分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协调一致”可知

是指西欧国家的联合；由材料“因而取得欧洲经济及军事的协调乃是

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可知美国对西欧联合的态度；故可知西欧

联合有利于美国的冷战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D正确；材料没有涉

及北约组织，也没有涉及对抗苏联的信息，而是强调欧洲统一符合美

国利益，排除 A；材料没有涉及马歇尔计划的信息，而是强调欧洲统

一符合美国利益，排除 B；材料没有涉及欧洲市场威胁美国霸权的信

息，而是强调欧洲统一符合美国利益，排除 C。 

 

 

 

选择题 

1958年，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后，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推动与

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 年，戴高乐将军与毛

泽东主席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

就表明 

A. 是西欧各国共同的外交政策理念 

B. 法国在外交领域逐渐摆脱美国控制 

C. 法国拉拢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 

D. 欧共体成立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答案】B 

【解析】 



战后法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欧洲经济逐渐走向联合，法国开始在

外交上要求摆脱美国的操控，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材料正是这一政

策的体现，故 B项正确；法国的外交理念并不能代表西欧各国的外交

思想，A错误；法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目的不是为

了对抗美国，而是为了维护法国独立自主外交利益，C错误；欧共体

的形成是 1967年，材料反映的是 1964，二者不相符，D错误。 

 

 

 

选择题 

1961 年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通过宣言把斗争矛头指向反对任

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1989年第九次首脑会

议，与会各国提出了开启南北对话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地位及加强南南

合作等主张。这一变化表明 

A.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经形成 

B. 多极化趋势加强使霸权主义威胁得以解除 

C. 第三世界根据国际局势变化调整战略目标 

D.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不断缩小 

【答案】C 

【解析】不结盟运动宗旨由最初反对殖民主义到提出加强南南合作主

张，说明第三世界根据国际局势变化调整战略目标，C正确；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尚未形成，A错误；霸权主义威胁尚未解除，B错误；



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差距逐渐扩大，D错误。 

 

 

 

选择题 

有学者指出 21世纪全球将出现“大国群体体系”：美国支配下的北美、

一体化的欧洲、日本和中国居突出地位的东亚、印度称雄的南亚、横

跨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新月形地带，其中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群体

将起决定性作用。该学者认为 

A. 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B. 大国决定着世界格局的发展方向 

C. 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均衡逐渐加大 

D. 国际体系朝着多元多体方向发展 

【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根据材料“大国群体体系”指政治领域

的多极化，而非经济上的全球化，故 A项错误；大国并不是世界格局

的决定性因素，故 B 项错误；“多元多体”意即多极化，与材料相符，

故 D项正确；材料突出，多种力量的增长，而非贫富差距拉大，地区

差距拉大，故 C项错误。 

 

 



 

选择题 

“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要劳力加上一些铺助劳力，一旦和土

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这主要体现了小农经济 

A. 稳定性强 B. 生命力顽强 C. 基础脆弱 D. 生产工具简单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的描述可知，小农经济的生产工具的确是相对简陋

的，但“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这说明了

小农经济顽强的再生能力，故 B正确；小农经济极不稳定，故 A错误；

C和 D只是材料体现出部分信息，排除。 

 

 

 

选择题 

商代的甲骨文中有记载祈求丰年的“求年、受年、受黍”，有记载占卜

晴雨的“两足年，雨不足辰”，有记载举行宗教仪式的“登雨，登麦”。

这反映了商代 （ ） 

A. 为政者对农业的关注 

B. 封建迷信色彩浓厚 

C. 井田制下奴隶的艰辛 

D. 王权和神权相结合 



【答案】A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商代有很多针对农业的迷信说法和宗教活动，

这说明为政者对农业比较重视故 A项正确。题干强调商代迷信说法、

宗教活动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反映封建迷信色彩浓厚，故 B项

错误。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与甲骨文记载的年代不符，故

C项错误。D项是商朝政治统治的特点，与题干反映迷信说法、宗教

活动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不符，故错误。 

 

 

 

选择题 

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

唐代，漕运线路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的变动。宋

元明清时期，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出现上述变化的原

因是 

A. 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 

B. 关中自然环境的恶化 

C. 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 

D. 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 

【答案】C 

【解析】 

秦汉时期，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政治中心在现陕西境内；唐代经



济重心正由北往南转移，政治中心在现西安；宋代明清时期，经济重

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而政治中心向东转移到了现北京。由此可见，

题干重漕运变化与经济重心南移有关，也与政治中心东移有关，故选

C；A 只体现经济重心转移，没有体现政治中心的转移，排除；关中

自然条件恶化是导致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排除 B；国家疆域在元朝

时最大的，之后明清时期不如元朝，排除 D。 

 

 

 

选择题 

《考工记》中云："郑之刀，宋只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

而不能为良。"这说明当时 

A. 手工技术具有区域差异 

B. 铁器的使用普及于全国 

C. 诸侯国间冶铁竞争激烈 

D. 经济对铁器的需求旺盛 

【答案】A 

【解析】 

依据材料“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可以看出，各国的手工

业各具特色，说明地域特色较为明显，故 A 正确；“铁器的使用普及

于全国”说法绝对，B错误；材料说明手工技术具有区域差异性， 并

不是说明诸侯国间冶铁竞争激烈，C错误；材料表明手工业产品地域



特色较为明显，在材料没有体现出经济对铁器的需求旺盛的信息，D

错误。 

 

 

 

选择题 

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中有这样的情节：盱眙百姓吃不到平价官

盐，庞四等就铤而走险，做了盐枭，贩卖私盐，并多次说到这份职业

"非常危险"。这是因为 

A. 煮盐对环境危害较大 

B. 封建政府垄断煮盐业 

C. 有违重农抑商的思想 

D. 市场行情变动太频繁 

【答案】B 

【解析】 

封建政府对煮盐、冶铁、铸钱等最有利可图的行业都实行官办，私人

经营为违法行为，所以贩卖私盐在古代是严重的犯罪，故此说非常危

险，故 B项正确。当时的盐铁实行官营，并不是因为煮盐对环境危害

较大，A错误；材料的危险来自于政府盐业垄断，并不是违背了重农

抑商的思想，C错误；市场行情变动太频繁显然不是导致材料中现象

的主要原因，D错误。 

 



 

 

选择题 

王莽认为，"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

而颂声作"，而秦"坏圣制，废井田……强者规田以千数"。在王莽看来 

A. 实行土地私有促进国给民富 

B. 秦朝灭亡缘于土地兼并加剧 

C. 秦废井田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D. 分户经营能激发生产积极性 

【答案】C 

【解析】 

材料中王莽的意思是说实行土地公有制有利于国给民富，而秦朝实行

土地私有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说明王莽认为秦废井田导致贫富差

距拉大，C正确；王莽认为土地公有制有利于国给民富，A错误；材

料没有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B错误；材料说明的是公有制导致国给

民富，而不是说明分户经营能激发生产积极性，D错误。 

 

 

 

选择题 

据检索，"绵"字在汉代以来的典籍中是常见字，意为丝绵。南宋始见

"棉"字，与"绵"混用。明清时期"棉"取代"绵"成为广泛认同的流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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