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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校第二届期末联考 高二政治注意事项 :1. 本试卷， 满分

100 分 , 答题时间 90 分钟。2. 本试卷分第Ⅰ卷、第Ⅱ卷 , 第Ⅰ

卷为选择题 , 答案用 2B 铅笔涂在答题卡上 : 第Ⅱ卷为非选择

题 , 答案写在答题纸上。3. 交卷时只需交答题卡和答题纸 , 试

题自己保留。 第 I 卷〈选择题 , 共50分〉一．选择题 ( 下列各

题的四个选项中 , 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每小题 2 分 , 共 50分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

只有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 ,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考验。由此可见A.

事物运动有其客观规律 , 必须按规律办事B. 主观能动性对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至关重要C. 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

客观条件的制约D. 时代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决定力量 2. “

劈柴不照纹 , 累死劈柴人”。这一俗话包含着这样的哲学道

理A. 按照木头的纹理劈柴就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B. 做任何

事情 , 如果不尊重客观规律 , 盲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 必然徒

劳无功C. 人在客观规律面前无能为力D. 客观规律会妨碍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培根说：“真正的哲学家应当象蜜蜂一样，从

花园里采集原料花粉, 消化这些原料 , 然后酿 成香甜的蜜。”

据此固答 3 ——4 题3 、这段话蕴涵的哲理是考试

大www.100test.comA. 感性知识是客观的 , 理性知识是主观的B.

真理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C. 理性认识是在充分

占有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 , 经过加工制作获得的D. 实践离



不开理论的指导 , 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4. 蜜蜂酿蜜这一过程

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A. 要善于通过社会实践 , 不断推动认识

向前发展B. 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 必须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 创造必要的条件C. 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

重客观规律为基础D. 改造世界的效果取决于人们的精神状态

5. 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上 , 既唯物又辩证的看法是A.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现象的认识 ,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

识B. 感性认识的总和是理性认识 , 感性认识比理性认识更可

靠C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

识D.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 ,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终点 6. 社会

存在是指www.100test.comA. 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B. 物质资料

的生产方式 C. 地理环境 D. 人口因素 7. 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

向的哲学依据是A. 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作

用www.100test.comB. 价值观是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C. 正确的

价值观对人们的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 能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

展D. 社会意识决定人们办事请能否取得成功 8. 人生价值包括

两个方面 , 它们是www.100test.com A. 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B.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C 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 D. 经济价值和审

美价值 9.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 , 

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这表明A. 人生价值只有贡献没有

索取B. 人生价值的两个方面中 , 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应

该居于首位C 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不重要的D. 实现人

生价值必须反对拜金主义 10.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共向点

是www.100test.comA. 只讲索取不讲贡献 B. 重物质贡献 , 轻精

神贡献C. 认为金钱万能 D. 把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 11. 人

们的理想是多方面的 , 其中最根本的、起主要作用的是A. 社



会理想 B. 生活理想 C. 职业理想 D. 道德理想 12. 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A. 客观世界是可

以认识的 B. 感觉经验是认识的起点C. 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 D.

人的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13. 恩格斯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

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表明A.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B. 实践是

认识的来源C. 技术上的需要比大学的需要更重要 D. 实践是认

识发展的动力 14. 有一部电视剧主题歌中唱到：“老百姓是那

定盘的星...”其中包含的哲学道理是A. 人民群众决定历史发

展的方向 B.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是实践的主体C 一切

要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 D. 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

路2005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据此回答 15 一一 16 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