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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朝阳初二（下）期中 

历    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下列

关于新中国的成立表述有误的是（   ） 

A. 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B.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C. 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 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2. 1951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事件标志看

A. 祖国大陆实现统一 B. 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C.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D.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3. 对以下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 30 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典礼

②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

A. ①属于历史结论 

B. ①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C  ②属于历史史实 

D. ②肯定了新中国成立的重要世界历史意义 

4. 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镌刻着黄继光、邱少云等耀眼的名字，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下列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直接关联的时代流行语是（   ） 

A. 中国人站起来了 B.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C. 鼓足千劲，力争上游 D.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5. 罗伯特·奥古斯德在《有限战争》中写道“当中国变成第一个在重要战争中取得打败西方军队胜利的国家时，似乎

一夜之间，中国便跃进为世界强国之列。”这说明抗美援朝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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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 

B. 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 

C.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D. 动摇了美国 直接霸权地位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

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下列选项对此理解有误的是 

A. 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B. 建立了土地的公有制 

C.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D. 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共同作用是

A. 消灭了地主阶级 B. 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C.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D. 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8. 2018 年 10 月 24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可谓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你知道毛

泽东笔下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的“桥”是指 

A. 南京长江大桥 

B. 武汉长江大桥 

C. 苏通大桥 

D. 港珠澳大桥 

9. 1952 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如调整后的天津大学下设土木建筑、电信、机械等 7 个工程系,20 个专业和 13 个

专修科,从综合型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这种调整主要是为了（   ） 

A. 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B.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C. 发展航空航天技术 D. 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10. 下列选项中，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的是

A. 抗美援朝的胜利 B. 土地改革的完成 

C.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D.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11. 1956 年底，中国完成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

得益于（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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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私合营 B. 土地改革 C. 三大改造 D. 对外开放 

12. 关于三大改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公私合营是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项创举 

B. 三大改造指的是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 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3. 扎根兰考,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躬尽,被人民称颂为“党的好干部”的是(     )

A. 雷锋 B. 焦裕禄 C. 王进喜 D. 邓稼先 

1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因为这两次会议都

①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②形成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核心

③是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④在党面临严重困难局面时召开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5. 1978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

决定实行下列哪一历史性决策 

A. 筹备成立新中国 B. 土地改革 C. 三大改造 D. 改革开放 

16. 1984 年，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改革，第二个月就实现利润 21 万多元，超过了改革前原定的全年指标。第一

年承包期满，完成利润 140 万元，比承包指标翻了一番。这说明 

A. 乡镇企业产值迅速提高 B. 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注入了活力 

C.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 

17. 1978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户农民私下立了一份将田地包干到户、自负盈亏的契约。这种新的土地经营形式

是指 

A. 农业合作化 B. 人民公社化 C.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 土地集体经营 

18.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说：这样大会也就有了

一个主题了。这里的“大会”是指 

A.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B. 中共十四大 C. 中共十六大 D. 中共十八大 

19. 小唐同学暑假要完成一份关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调查报告，他应该实地考察



 4 / 19 

A. 南昌 B. 浦东 C. 厦门 D. 武汉 

20. 下表是我国部分年份国内生产总值表（亿元），其中 2000—2010 年间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   ）

时间 1978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6 年 

产值 3 678.7 18 667.8 100 280.1 401 512.8 744 127.2 

A. 发展乡镇企业 B. 建立市场经济 C. 加入世贸组织 D. 中国梦的推动 

21. 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的经济特区开始。1988 年，被划为经济特区的地区是

A. 深圳 B. 珠海 C. 厦门 D. 海南岛 

22.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形成了“苏南”“温州”“珠江”等模式；90 年代乡镇企 业开始向股份制新型企业发展，到

1993 年，其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 1/3 以上。这表明 

A. 非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B. 掀起农业合作化的热潮 

C. 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D.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23.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邓小平的这段讲话 

A. 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 B. 指导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C.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D. 推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24. 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会议是

A. 中共八大 B. 中共十二大 C. 中共十五大 D. 中共十九大 

2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其最根本的

相同点是 

A. 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C. 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D.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 

二、非选择题（2 小题，共 35 分） 

26. 改革是国家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经济成分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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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 公私合营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1952 年 19.1 1.5 0.7 71.8 6.9 

1956 年 32.2 53.4 7.3 7.1 0 

——摘编自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 1952 年至 1956 年我国经济成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

原因。 

材料二：它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社会主义中国将在这场新的革命中告别贫穷和落后，走向繁荣和进步。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严重的挫折”主要有哪些事件，“它”是指哪次会议。中国农村在“新的伟大革命”中实行了什

么制度？ 

材料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摘编自邓小平《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初） 

（3）根据材料二，指出邓小平提出了什么重要观点。材料反映 谈话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中共召开的哪次会

议上，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材料四：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

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

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 

（4）根据材料四概括，我国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益处。 

（5）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你觉得我们应如何应对？ 

材料五：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

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

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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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材料五，概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哪些成就（两例即可）。在这次会议上哪一

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7）综上，谈一谈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所做的不懈追求有哪些认识。 

27. 阅读材料，完成相关要求  

我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逐渐转向城市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党把对外开放

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

变。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阅读材料并从中提炼一个观点，并以此观点为题目，结合材料内容选择五例史实进行论证，并谈一谈你 感悟。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200 字左右。）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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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下列

关于新中国的成立表述有误的是（   ） 

A. 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B.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C. 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 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故 C 符合题意；新中国的成

立，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壮大

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故 ABD 均不符合题意。故选 C。 

2. 1951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事件标志看

A. 祖国大陆实现统一 B. 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C.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D.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内容可知，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统一的实现，故选 A；BCD 都与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事

件的意义不符，排除。 

3. 对以下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①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 30 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典礼

②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

A. ①属于历史结论 

B. ①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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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②属于历史史实 

D. ②肯定了新中国成立的重要世界历史意义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②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肯定了新中国成立

的重要世界历史意义，选项 D 正确；①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 30 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典

礼属于历史史实，选项 A 错误；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开国大典，选

项 B 错误；②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属于历史结论，选项 C 排除。 

4. 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镌刻着黄继光、邱少云等耀眼的名字，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下列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直接关联的时代流行语是（   ） 

A  中国人站起来了 B.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C. 鼓足千劲，力争上游 D.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黄继光、邱少云”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 年 10 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黄继光和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B 符合题意；新中国成立使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A 排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的内容，C 排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黄

继光、邱少云”无关，D 排除。故选择 B。 

5. 罗伯特·奥古斯德在《有限战争》中写道“当中国变成第一个在重要战争中取得打败西方军队胜利的国家时，似乎

一夜之间，中国便跃进为世界强国之列。”这说明抗美援朝战争（   ） 

A. 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 

B. 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 

C.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D. 动摇了美国的直接霸权地位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题干“当中国变成第一个在重要战争中取得打败西方军队胜利的国家时，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便跃进

为世界强国之列。”可知，题干说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打败西方军队，通过战争提高了国际地位，C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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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的是新中国成立，排除 A 项；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没有能够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包围，排除 B 项；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动摇了美国的直接霸权地位”，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

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下列选项对此理解有误的是 

A. 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B. 建立了土地的公有制 

C.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D. 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答案】B 

【解析】 

【分析】 

【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

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由此可知，新中国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

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故 B 符合题意，ACD 不符合题意。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共同作用是

A. 消灭了地主阶级 B. 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C.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D. 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答案】C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内容可知，土地改革废除了我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分的了土地，从而巩固了国家政

权；抗美援朝战争击退了美国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为我国赢得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也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C 项

正确；抗美援朝并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也和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无关，排除 AB 项；土地改革和抗美援

朝都没有使我国实现国家工业化，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8. 2018 年 10 月 24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可谓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你知道毛

泽东笔下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的“桥”是指 

A. 南京长江大桥 

B. 武汉长江大桥 

C. 苏通大桥 

D. 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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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武汉长江大桥是一五计划（1953——1957 年）的成就之一，它的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

“天堑变通途”，故 B 符合题意。南京长江大桥 1968 年通车，苏通大桥 2008 年通车，港珠澳大桥 2018 年通车，故

ACD 均不符合题意。故选 B。 

9. 1952 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如调整后的天津大学下设土木建筑、电信、机械等 7 个工程系,20 个专业和 13 个

专修科,从综合型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这种调整主要是为了（   ） 

A. 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B.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C. 发展航空航天技术 D. 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1952 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天津大学从综合

型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可以培养多个领域的人才，适应了国家建设需要。故 A 符合题意；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与题干的 1952 年不符，排除 B；发展航空航天技术在题干材料中不能体现，排除 C；双百方针在 1956 年提出，

排除 D。故选 A。 

10. 下列选项中，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的是 

A. 抗美援朝的胜利 B. 土地改革的完成 

C.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D.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57 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我国取得了一系列工业建设成就，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

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选项 C 正确；1953 年抗美援朝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相对安

定的周边环境，选项 A 不符合题意；土地改革的完成主要有利于农业发展，选项 B 不符合题意；1956 年三大改造

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材料主旨不符，选项 D 排除。 

11. 1956 年底，中国完成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

得益于（   ） 

A. 公私合营 B. 土地改革 C. 三大改造 D. 对外开放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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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据题干“实现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 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

来，我国从此进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知，1953 年开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到 1956 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

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进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C 项正确；公私合营是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式，排除 A 项；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

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排除 B 项；对外开放在 1956 年还没有开始，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2. 关于三大改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公私合营是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项创举 

B. 三大改造指的是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 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国家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即按全行

业公私合营时资本家的资本发给定息，这种赎买政策，实现了和平过渡，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故“公私合

营是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项创举”说法不正确，A 项正确；三大改造指的是国家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排除 B 项；到 956 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排除 C 项；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3. 扎根兰考,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躬尽,被人民称颂为“党的好干部”的是(     ) 

A. 雷锋 B. 焦裕禄 C. 王进喜 D. 邓稼先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焦裕禄是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

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B 正确；ACD

项与兰考没有关系，排除。故选 B。 

1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因为这两次会议都 

①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②形成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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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是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④在党面临严重困难局面时召开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两次会议只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不符合题意；遵义会

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②符合题意；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③符合题意；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党面临困难局面时召开的，④符合题意。综上所述②③④符合题

意，故选 D。 

15. 1978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

决定实行下列哪一历史性决策 

A. 筹备成立新中国 B. 土地改革 C. 三大改造 D. 改革开放 

【答案】D 

【解析】 

【详解】1978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这次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D 项正确；筹备成立新中国是在 1949 年，土地改革是在 1950—1952

年，三大改造是在 1953—1956 年，都与题意时间不符，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16. 1984 年，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改革，第二个月就实现利润 21 万多元，超过了改革前原定的全年指标。第一

年承包期满，完成利润 140 万元，比承包指标翻了一番。这说明 

A. 乡镇企业产值迅速提高 B. 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注入了活力 

C.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反映了 1984 年造纸厂实行承包制后，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长，这说明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增强了

企业的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故选 B；材料反映的是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不是乡镇企业，故排除 A；材料反

映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没涉及到多种所有制经济，故排除 C；21 世纪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与材

料时间不符，故排除 D。 

17. 1978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户农民私下立了一份将田地包干到户、自负盈亏的契约。这种新的土地经营形式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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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农业合作化 B. 人民公社化 C.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 土地集体经营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1978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确立的“田地包干到户、自负盈亏”的土地经营形式是指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故 C 正确；农业合作化是在过渡时期，人民公社化是在 1958 年，故 AB 错误；人民公社是土地

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体经营，故 D 错误。 

18.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说：这样大会也就有了

一个主题了。这里的“大会”是指 

A.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B. 中共十四大 C. 中共十六大 D. 中共十八大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题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所学知识，1992 年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B 正确；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

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A 排除；2002 年中共十六大确定了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党

的指导思想，C 排除；2012 年中共十八大选举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D 排除。故选 B。 

19. 小唐同学暑假要完成一份关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调查报告，他应该实地考察 

A. 南昌 B. 浦东 C. 厦门 D. 武汉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完成一份关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对外开放的调查报告”结合所学可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

对外开放，1980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因此小唐应该实地考察

厦门，故选 C；1990 年开放浦东，1992 年开放重庆、武汉，随后几年又开放内陆城市如南昌等，故 ABD 不符题

意，排除。 

20. 下表是我国部分年份国内生产总值表（亿元），其中 2000—2010 年间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   ） 

时间 1978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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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 3 678.7 18 667.8 100 280.1 401 512.8 744 127.2 

 

A. 发展乡镇企业 B. 建立市场经济 C. 加入世贸组织 D. 中国梦的推动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题干的表格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

了中国经济发展，C 项正确；发展乡镇企业是 1978 年以后的政策，排除 A 项；建立市场经济是 1992 年提出的，排

除 B 项；中国梦正式提出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1. 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的经济特区开始。1988 年，被划为经济特区的地区是 

A. 深圳 B. 珠海 C. 厦门 D. 海南岛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88 年，我国将海南岛设立为经济特区，故选 D；而深圳、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均设

立于 1980 年，故排除 ABC。 

22.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形成了“苏南”“温州”“珠江”等模式；90 年代乡镇企 业开始向股份制新型企业发展，到

1993 年，其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 1/3 以上。这表明 

A. 非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B. 掀起农业合作化的热潮 

C  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D.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形成“苏南”等模式，90 年代企业向股份制发展，到 1993 年产值占

全国社会总产值的 1/3，说明农村经济不再以农业为核心，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造成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故选 D；材料不能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A 错误；农业合作化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是 1953 到 1956 年的三大改造，BC 错误。 

23.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邓小平的这段讲话 

.



 15 / 19 

A. 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 B. 指导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C.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D. 推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答案】A 

【解析】 

【详解】据题意可知，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由此可知他意在强调不要过度

强调计划或市场，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故选 A；邓小平思想指导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非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排除 B；中国在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排除 C；邓小平的

这番讲话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排除 D。 

24. 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会议是 

A. 中共八大 B. 中共十二大 C. 中共十五大 D. 中共十九大 

【答案】D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2013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习近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故 D 正确；

ABC 与题意不符，排除。综上答案 D。 

2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其最根本的

相同点是 

A. 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 道路 B.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C. 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D.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可知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都适应了新的时代需要和中国国情的变化，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特点，故选 C；ABD 反映的是毛泽东思想内容，排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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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2 小题，共 35 分） 

26. 改革是国家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经济成分变化表（%） 

 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 公私合营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1952 年 19.1 1.5 0.7 71.8 6.9 

1956 年 32.2 53.4 7.3 7.1 0 

——摘编自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 1952 年至 1956 年我国经济成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

原因。 

材料二：它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社会主义中国将在这场新的革命中告别贫穷和落后，走向繁荣和进步。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严重的挫折”主要有哪些事件，“它”是指哪次会议。中国农村在“新的伟大革命”中实行了什

么制度？ 

材料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摘编自邓小平《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初） 

（3）根据材料二，指出邓小平提出了什么重要观点。材料反映的谈话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中共召开的哪次会

议上，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材料四：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

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

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 

（4）根据材料四概括，我国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益处。 

（5）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你觉得我们应如何应对？ 

材料五：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

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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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根据材料五，概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哪些成就（两例即可）。在这次会议上哪一

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7）综上，谈一谈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所做的不懈追求有哪些认识。 

【答案】（1）私有制经济转为公有制经济，三大改造。     

（2）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十四大。     

（4）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扩大影响。     

（5）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危为机。     

（6）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7）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根据所学和材料一表格可知，这体现出私有制经济转为公有制经济，这是因为三大改造。 

小问 2 详解】 

根据所学和材料二“它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可知，“严重的挫折”主要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它”是指十一届

三中全会，中国农村在“新的伟大革命”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小问 3 详解】 

根据所学和材料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

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可知，观点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它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入新阶段，十四大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小问 4 详解】 

根据所学和材料五“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

外影响”可知，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益处是，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扩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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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5 详解】 

此问相对开放，回答符合下列要点即可，如，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危为机。 

【小问 6 详解】 

根据所学和材料五“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

第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

设全面加强”可知，这体现出，主要成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小问 7 详解】 

此问相对开放，回答符合下列要点即可，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7. 阅读材料，完成相关要求。 

我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逐渐转向城市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党把对外开放

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

变。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阅读材料并从中提炼一个观点，并以此观点为题目，结合材料内容选择五例史实进行论证，并谈一谈你的感悟。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200 字左右。） 

【答案】本题为开放性试题，答案言之成理即可。例如根据材料“……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可以提炼

一个观点：解放思想，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即可。 

【解析】 

【详解】本题为开放性试题，答案言之成理即可。例如根据材料“……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可以提炼

一个观点：解放思想，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党的十二大以后全面

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率先取得突破，逐步转向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

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

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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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

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

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