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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八中初二（下）期中 

历    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内容不包括（   ） 

A.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B.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 五星红旗为国旗 D. 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2. 下图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活动标识。它纪念的历史事件是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 西藏和平解放 

C.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D. 土地改革的完成 

3. 20世纪 50年代初期曾有一首歌曲风靡全国，其中的歌词唱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它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 渡江战役 B. 辽沈战役 C. 抗美援朝 D. 淮海战役 

4. 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其主要依据是 

①朝鲜内战爆发 

②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 

③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 

④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5. 时下，人们爱用“最美”一词赞美危难关头舍己为人的英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用“最可爱的

人”来赞美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下面人物中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是（   ） 

①杨靖宇②黄继光③董存瑞④邱少云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6. 1950年 6月，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新解放区，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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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

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文中在“新解放区”“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是（   ） 

A. 开展农业互助合作 B. 建立农业合作社 

C. 进行土地改革 D.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7. 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所起的共同作用是 

A. 解放祖国全境 

B. 变革土地制度 

C. 巩固新生政权 

D. 提高国际地位 

8. “它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为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扫清了障碍。”材料中的“它”是指 

A. 新中国 成立 B. 农业合作化运动 C. 土地改革 D.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 

9. 建国初期，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

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这说明当时我国必须

优先发展（  ） 

A. 交通运输业 B. 农业 

C. 轻工业 D. 重工业 

10. 观察“1953—1957年国家某重点工业基地”图，其中理解错误的是（   ） 

 

A. 该工业基地位于我国东北地区 B. 该基地体现重工业为主的特点 

C. 反映了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成就 D. “改革开放”加速了该基地的建成 

11. 下图是 1954年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它的发行是为了庆祝（   ） 

 

A.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颁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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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D.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12. 图片（照片）史料是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以下老照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 土地改革 B. 三大改造 C. 大跃进运动 D. 人民公社化运动 

13. 三大改造是我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改造形式有 

①直接收缴 

②生产合作社 

③公私合营 

④赎买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④ 

14. 在 1955年，陈云指出：“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

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原企业所有者)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

手里。”这里的“定息”指的是国家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 

A. 重工业 B. 手工业 C. 轻工业 D. 资本主义工商业 

15. 下图反映了我国公有制、私有制经济成分比重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是 

 

A. 进行土地改革 

B. 实行三大改造 

C. 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 

D.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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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世纪初，沈莱舟在上海创办绒线店恒源祥。20世纪 50年代，他经常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交给

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定息。”沈莱舟所说的这项社会主义改造的创

举发生在（   ） 

A. 1950-1952年 B. 1954-1956年 

C. 1956-1957年 D. 1958-1961年 

17. 某同学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自制了以下年代尺。其中①处应该填写的内容是（   ） 

 

A.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B. 土地改革 

C.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 抗美援朝 

18. 1959年至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是 

A. 团结、进步、发展、提高 B.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C. 民主、科学、巩固、发展 D. 开拓、进取、调整、提高 

19. 在历史学习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历史现象”与“历史结论”的区别问题。“历史结论”是在对历史

现象的理性认识和基本判断基础上形成的结论。下列属于“历史结论”的是（   ） 

A.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 

B. 1949 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C. 1978 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D.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

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20. 下图是新中国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农业发展趋势示意图，其中导致乙到丙段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 

 

A.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B. 开展“一五计划” 

C. 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D.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1.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有人赞

誉他是“东风第一枝”。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哪一错误倾向而撰写的？ 

A. “浮夸风”现象 B. “共产风”现象 

C. 阶级斗争为纲 D. “两个凡是”的方针 

22. 归纳和整理知识是学习历史的有效方法，某同学将所学知识整理成下列表格。据此判断，他整理的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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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   ） 

思想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政治上 政治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组织上 组织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A. 中共八大 B.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C. 中共十四大 D. 中共十五大 

2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请你选出下列搭配正确的一组（  ） 

A. 中共一大——1921年在北京召开 

B. 遵义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C. 中共七大——选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 

D.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24. 华声在线新闻网站报道：浏阳农民肖敦山回忆，1981 年村里分田分地，1982年他家早晚稻一共收了

2000多公斤，上交完集体 150 公斤，刨去吃饭，还有富足！据此判断，1981年在湖南农村实行的政策是 

A. 没收地主土地 

B. 成立农业互助组 

C. 吃“大锅饭” 

D.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5. 某历史小组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课题研究，以下搜集的资料反映该主题的是 

A. “优先发展重工业”“培养建设人才”“五年计划” 

B. “大包干”“自负盈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 “政企分开”“增强企业活力”“股份制改革” 

D. “按劳分配”“上海浦东开发区”“经济特区” 

26. 建构立体的历史时空认知体系对我们学习历史十分重要。新中国经历了若干历史时期， 以下历史时期

按时间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A. 巩固新生政权—初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 

B. 初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巩固新生政权 

C.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巩固新生政权—初建社会主义 

D. 改革开放—巩固新生政权—初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 

27. 对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下列对联中，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的是（   ） 

A. 万里河山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B. 大包干迎致富新路，建特区绘春天故事 

C. 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D. 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保暖万人心 

28. 在中国邮政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发行的系列纪念邮票中，有一枚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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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是为了纪念他首次提出 

A.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B.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C.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D.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不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   ） 

A.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 

B.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C.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D.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30. 改革开放后，深圳从边陲小镇变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1988年以

来，海南经济迅速发展，正在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这两地的发展都得益于（     ） 

A. 建立直辖市 B. 建立经济特区 C. 建立民族自治区 D. 建立特别行政区 

二、综合题（本大题 4小题，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答题处。） 

31.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依靠人民谱写了不懈探索与奋斗历史。 

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承担起了建设和管理国家的重任。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努

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胜利。据统计，1952与 1949年相

比，我国工农业总值增长 77.5%，年均增长 21.1%，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建国前的最高

水平。尽管如此，当时的国民经济依然十分落后，尤其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 26.6%，而重工

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 35.5%。我国的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甚至连印度都不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中国产经》杂志 2018年第 3期 

（1）依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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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2）依据材料二，概括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生产所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形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 

材料三 

 

（3）对比观察材料三 1953—1957年和 1958—1965年的建设成就图，完成下表。 

 1953—1957年 1958—1965年 

工业部门 
以传统的钢铁、制造、①等 

重工业为主。 

传统钢铁业有发展，出现②、③； 

新出现④等新兴工业。 

工业布局 

工业基地集中在东北地区； 

交通设施集中在西藏、四川等地

区。 

 

 

材料四 

第二单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第 4 课工业化的起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第 5课三大改造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 

第 6 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文化大革命” 

建设成就 

（4）以上为八年级下历史教材第二单元的课题及每课的子目，请围绕本单元主题，从该单元内容中选取

至少两个角度，提炼观点，并以具体史实说明。 

32.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懈探索与奋斗中，历史人物的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阅读

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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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时代楷模”事迹卡片 

姓名:王进喜 

主要事迹:率领钻井队开发大 

庆油田，顽强拼搏,艰苦创业, 

打出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 

井。当井喷的险情发生时，他 

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 

搅拌泥浆，制服了井喷。 

荣誉称号:（①） 

姓名:焦裕禄 

主要事迹:为摸清灾情，改变

兰考面貌，亲自带队到灾区，

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

作，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

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

一息。荣誉称号:（②） 

姓名:雷锋 

主要事迹:一名普通的解放军

战士，他干一行爱一行，在每

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甘当

革命的螺丝钉，默默无闻地为

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 

荣誉称号: （③） 

——摘编自统编版教材《中国历史八年级下》 

（1）补全材料一中历史人物的荣誉称号，并概括“时代楷模”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邓小平大事年表（选编） 

编号 时间 主要活动 

① 1929年 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创立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② 1940年 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③ 1947年 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 

④ 1956年 出席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⑤ 
1966-1976

年 
文革期间受到批判，两次被撤销一切职务 

⑥ 1977年 重新参与领导工作，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⑦ 1978年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⑧ 1984年 4月，肯定建立经济特区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⑨ 1987年 中共十三大上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⑩ 1992年 

1月至 2月，发表南方谈话，强调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加快发展 

10月，会见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 

（2）某班级正在设计介绍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黑板报，在关于邓小平的板块，目前设计了“军事

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两个栏目，阅读材料，请你将材料二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分类（只写编号，

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分类：军事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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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邓小平的看法。 

33. 党领导并依靠人民谱写的奋斗历史说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材料一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

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

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与主要内容。 

材料二 

1956年 中共“八大”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97年 中共“十五大” 

2002年 中共“十六大” 

2012年 中共“十八大” 

2017年 中共“十九大”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2）刚刚过去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材料二是党的历史上曾召开的重要会议，请你依据

范例，选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召开的某一次会议（除范例外），结合所学，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在引领

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 

【范例】我选择 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在这次党的重要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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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34. 40余年改革开放，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道路，释放了中国

活力，凝聚了中国力量，推动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

的壮丽篇章。 

材料一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

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

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两省提出的初步规划设想，

是可行的。要鼓足干劲，积极努力，抓紧落实，千方百计完成规划所列的各项目标。要大胆放手，稳扎稳

打，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摘编自《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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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报告》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如何落实了这项“重要的决策”，并说明选择广东、

福建两省“先走一步”的原因？ 

材料二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作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对外经济联

系的桥梁，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它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来，向内地转移，推动科技进步；要筛

选、移植国外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营管理方式，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摸索经验；要把沿海生产的

“洋货”向内地销售，繁荣国内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面向世界，发展出口贸易，开

拓国际市场，为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多做贡献。 

——摘编自《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节录）》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沿海经济开放区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三 

 

（3）依据材料三《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示意图》，并结合所学，说明我国形成了怎样的对外开放格局？从我

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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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 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制定的，不属于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内容，B项符合题意；根据材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49年 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

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了在天安

门广场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碑文，A、C、D三项都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内容，不符合题意，排除。故选 B项。 

2. 【答案】A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今年是建国 70 周年，故 A 符合题

意。西藏和平解放是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 1953 年，土地改革的完成是 1952年，故 BCD均不符

合题意。故选 A。 

3.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可知，材料反映的是抗美

援朝战争。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为了抗美援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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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并于 1953 年取得胜利，C 项正确；ABD 项发生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4.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其主要依据是美国出兵朝鲜，美军越过“三八线”

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与此同时，美空军飞机多次侦察、骚扰、扫射、轰炸鸭绿江中国一侧目标，造

成中国方面平民和民用设施的严重伤亡和损失，这是对中国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同时，美国派遣其第七舰

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的侵

略活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所以为保家卫国，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②③④符合题意，朝鲜内战爆发

不能说明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①不符合题意，所以 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故选择 C。 

5. 【答案】D 

【解析】 

【详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被誉

为最可爱的人，如黄继光、邱少云等。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胸膛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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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敌人的枪口，为战友开辟了道路；邱少云在大火中纹丝不动，最后牺牲。②④D 项正确；杨靖宇与抗战

有关，董存瑞与解放战争有关，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6. 【答案】C 

【解析】 

【详解】材料中的新解放区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还未进行土地

改革。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C 项正确；农业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是把个体农民集中起来搞生产，排除 A 和

B 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 1978 年实行的土地政策，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7.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为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

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也大大解

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所以建国初期的抗美援

朝和土地改革运动所起的共同作用是巩固新生政权，C 符合题意；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与解放祖国全境

无关，A 不符合题意；B 项是土地改革的作用，不符合抗美援朝，B 不符合题意；D 项是抗美援朝的作用，

与土地改革无关，D 不符合题意。所以 ABD 不符合题意，故选择 C。 

【点睛】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注意区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影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采取的措施。 

8. 【答案】C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 2 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

主阶级；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

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选项 C符合题意，选项 ABD与题干内容不符，故选 C。 

9.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从题文中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我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刚刚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飞机、汽车等重工业方面的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水平低，说明当时我国必

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故选 D。 

10. 【答案】D 

【解析】 

【详解】从“1953—1957”可得出这是一五计划时间，而不是改革开放时期，D 项错误；符合题意；从材料

可和电子账单这是一五计划时期，材料中的企业都是重工业，反映出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成就，ABC 项正

确，不符合题意。故选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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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1954 年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它的发行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颁布。1954 年，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上制定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

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B 项正确；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颁布《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排除 A 项；1950 年我国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排除 C 项；1947 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 【答案】B 

【解析】 

【详解】从材料中的合作社，公私合营可得出是三大改造。三大改造是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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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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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正确；土地改革与工商业无关，排除 A 项；CD 项主要是农业与手工业方面，

与材料中的工商业无关，排除 CD 项。故选 B 项。 

13.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国家对农业、手工业 改造方式是引导农民和手工业者加入生

产合作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集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弥补了个体生产形式的不足和缺陷；国家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性地开创了赎买政策，最终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结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改造，故 C. ②③④符合题意；直接收缴不属于改造形式，故含有①的 ABD不合题意。故此题选 C。 

14.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原企业所有者)只能拿到

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并结合所学可知，强调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转

到国家手中，这符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D项正确；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材

料信息不符合，排除 A项；我国对手工业的改造，并没有给与定息利润，排除 B项；轻工业与定息利润不

符合，排除 C项。故选 D项。 

15.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题干的图片信息可知，1953-1956 年底，我国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B 项符合题意；土地改

革的时间是 1950-1952 年底，A 项不符合题意；人民公社化运动是 1958 年以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左

倾错误，C项不符合题意；1978年，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了农业的发展，D项不符合题干图片的时间；由此可知，ACD三项的内容都与题干无关，排除；故选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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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解题的关键是学生善于观察题干图片包含的信息，抓住关键时间 1925-1957 年之间的变化，私有制

几乎为零，公有制大大增加的内容，结合课本关于三大改造的知识点解答本题，其他三项的事件的时间都与

题干不相符，可以排除，由此可得正确答案。 

16.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中 内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从 1954 年开始，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逐步发展为企业的公私合营。1956 年初，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赎买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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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正确，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7.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性质），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宪法规

定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形成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C 项正确；A

项是 1949 年，B 项是 1949 年开始，D 项是 1950 年开始，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18.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1959 年至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开

始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故 B符合题意；ACD表述错误，不合题

意。故此题选 B。 

19.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属于历史结论，D 项正确；ABC 项都是对历史现象描

述，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20.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图片，可知乙到丙段（1957—1960 年）农业发展趋于下降阶段，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58

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

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愿望，但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导致我

国的农业发展趋于下降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选项 C 符合题意；1950—1952 年新解放区的

土地改革，A 排除；1953—1957 年开展“一五计划”，B 排除；1953—1956 年三大改造，D 排除。故选 C。 

21. 【答案】D 

【解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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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文革结束后，党内仍然支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它不利于新时期的经济和法制建

设，1978 年在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故 D 项符合题意，ABC 项不符合题意应排除。故应选 D。 

22.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上从两个凡是转变成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政治上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习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组织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

代党中央领导集体。B 项正确；中公八大正确探索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题不符。排除 A 项；中共十四

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排除 C 项；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思想确立为中共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与题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3.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知识的准确识记。依据所学知识可知，1978 年中国共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做法，作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会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议实际

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以 C 错误，D 正确。中共一大是 1921 年在上海召开，所

以 A 错误。遵义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错误的，因为遵义会议是 1935 年召开，

那时还未建国。故选 D。 

24. 【答案】D 

【解析】 

【详解】依据题干关键词“1981 年村里分田分地、刨去吃饭，还有富足”，结合所学可知，1978 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开始改革，实行了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生产积极性，故 D符合题意；1950-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没收地主土地、1953-1956 年三大改造时期成

立农业互助组、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吃“大锅饭”，故 ABC 与题干时间不符，不合题意。故此题选

D。 

【点睛】抓住题干关键词“1981 年村里分田分地、刨去吃饭，还有富足”是解题的关键，1978 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开始改革，实行了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 

25.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分析可知，A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的培养了一系列建

设人才，与题意不符；B项我国在农村的改革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的方式是大包干、自负盈

亏，与题意不符；C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城市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方式是实行政企分开，其目的是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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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进行股份制改革，符合题意；D项“上海浦东开发区”“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表现，不符合

题意。故选 C。 

26.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土地革命、抗美援朝战争，以巩固新生政权，1956 年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56-1966 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故 A 项正

确；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排除 BCD 项。 

27.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大包干迎致富新路，建特区绘春天故事”可得出是指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与对外开放中的经济特区的设立，B 项正确；A 项是新中国成立，排除 A 项；C 项是指知青上山下乡，排

除 C 项；D 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8. 【答案】B 

【解析】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A 项是 1980年邓小平提出的；C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十三大上提出的；D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是在十四大上提出的。故选 B。 

29. 【答案】D 

【解析】 

【详解】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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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D 项正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排除 A 项；中国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排除 B 项；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30.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这些

经济特区，国家给予优惠的经济政策，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深

圳在改革开放中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以举

手表决方式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建立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和深圳都是经济特区，故两

地的发展都得益于建立经济特区。故 B 符合题意；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与深圳、海南无关 。

故 ACD 不符合题意。故选 B。 

二、综合题（本大题 4小题，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答题处。） 

31. 【答案】（1）国民经济恢复；中国工业水平落后     

（2）特点：速度快；优先发展重工业；原因：我国工业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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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综合国力；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     

（3）①交通；②包头钢铁公司；③武汉钢铁公司（①②顺序可以互换）；④电子、原子能、航天     

（4）主题：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为后来 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论述：一五计划之后，形成了以鞍山钢

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华北和西北也建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得到加强。我

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由此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政治制度。从 1953 年开始，

我国开始三大改造，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到确立。1956 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指出当前国内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是探索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起步、政治

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根据材料一“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

胜利”可归纳出国民经济恢复；根据“尽管如此，当时的国民经济依然十分落后，尤其是现代工业在工农

业总产值中只占 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 35.5%。我国的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美等

国，甚至连印度都不如”可归纳出中国工业水平落后。 

【小问 2 详解】 

分析图表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生产所呈现的特点是速度快；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原

因是我国工业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经验。1953-1957 年，为了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实施了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

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小问 3 详解】 

仔细观察 1953-1957 年和 1958-1965 年的建设成就图，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53-1957 年时的建设成就，工

业部门以传统的钢铁、制造、交通等重工业为主。工业基地集中在东北地区，交通设施集中在西藏、四川

等地区；1958-1965 年时的建设成就，传统钢铁业有发展，出现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新出现电

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 

【小问 4 详解】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在探索中曲折

前进”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一五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三大改造的完成使我国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时期召开中共八大，

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由此可得出主题是：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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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学生围绕主题，从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等相关史实进行论述，符合史

实，言之有理即可，如：一五计划之后，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华北和西北也建

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得到加强。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

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内容：规定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由此确立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这一政治制度。从 1953 年开始，我国开始三大改造，到 1956 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

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到确立。1956 年，

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指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

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主要内容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

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指出当前党和人民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

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中共八大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由此可见，新中

国成立前三十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起步、政治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为后来

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答案】（1）“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解放军好战士雷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忘我劳动、奉献为民、勇于创新的精神。     

（2）军事家：①②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⑦⑧⑨⑩     

（3）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如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解放军好

战士雷锋等。他们身上呈现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忘我劳动、奉献为民、勇于创新的精

神。 

【小问 2 详解】 

军事家：根据“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创立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强渡黄

河，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等内容可得出是①②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根据“出席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三大上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可得出⑦⑧⑨⑩ 

【小问 3 详解】 

根据所学，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是他带领党和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创立

的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3. 【答案】（1）背景：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我国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初步

确立。内容：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

盾;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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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2）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

的严重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

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次

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

想、政治、组织等方面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解析】 

【小问 1 详解】 

背景：结合所学可得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我国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初步

确立。内容：根据“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得出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

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党和人民的当前

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可得

出提出了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

要。 

【小问 2 详解】 

根据表格中的内容可得出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概括即可。如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

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34. 【答案】（1）落实：创建经济特区；原因：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中央政策的支持；     

（2）作用：有利于加强对外经贸联系；引进先进技术，加速产业升级；促进国内市场的繁荣；     

（3）“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启

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等。 

【解析】 

【小问 1 详解】 

落实：根据所学，1980 年，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因此

可得出创建经济特区；原因：根据“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

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可得出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根据“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

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得出中央政策的支持； 

【小问 2 详解】 

作用：根据“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作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对外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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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桥梁”得出有利于加强对外经贸联系；根据“它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来，向内地转移，推动

科技进步；”得出引进先进技术，加速产业升级；根据“要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繁荣国内市

场，满足人民需要；”可得出促进国内市场的繁荣； 

【小问 3 详解】 

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

局；启示：根据所学，可得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