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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8_c73_114848.htm 一、下列各题，各有一个最符

合题窝的答案。请把所选答案的字母填入题后括号内。（每

一小题1分，共15分） 1.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

级文化的启蒙思想家是： A.陈天华 B.陈独秀 C. 严复 D.章炳

麟 答案： C 解析：本题属中国革命史。考查内容是近代中国

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蒙思想家是谁。考查

目标是要求考生准确地再认历史人物。本题是一道常识题。

在四个备选项中，都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过介绍，但

时间却各不相同。严复原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

甲午战争后就开始大力介绍西学；陈天华、章炳麟是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迅速兴起时开始宣传西学的；陈独秀则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

者，他是在辛亥革命后、在领导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

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由此，本题的正确答案应是C项

“严复”，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

化的启蒙思想家。 2.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真正的

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实现抗战的革命中心任务

是： A.巩固和平 B.争取民主 C.改善民主 D.武装民众 答案： B 

解析：本题属中国革命史。考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实现抗战的革命中心任务是什么

。考查目标是要求考生准确地再认有关历史知识。本题的选

择有一定难度，在教材中无法直接找到答案。但只要对教材

掌握得较熟，理解较透彻。也是能够正确作出选择的。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于1937年二月发表《致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

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

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

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里，备

选答案中的内容实际上都包括了，但是，由于题目要求回答

的是“实现抗战的革命中心任务”，考生也只能选择最符合

题意的唯一答案。从上述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中，

不难分析出最根本的要求乃是争取民主。这是因为当时国内

局势的最大特点就是蒋介石实行反民主的“溶共、反共”政

策，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压抑民众的抗日要求。只有

争取到民主，中国共产党才有合法存在的理由，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才有真正的坚实的基础，其他要求如巩固和平、改善

民主、武装民众等才有实现的可能。由此可知，本题的正确

选项只能是B项。 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

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是： A.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

国 B.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C. 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D.几个革

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答案： D 解析：本题属中国革命史

。考查内容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关于

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性质问题，考查目标是要求考生准

确再认有关历史知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是民

族资产阶级的建国主张，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指

出它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建立工农民

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时进行根据

地建设提出的政治主张。因此， A项和C项都不是题目中所要



求的正确答案，首先应排除在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

步是民主革命，其第步是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

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

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

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其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其要建立的

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 D

项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4.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取得自卫战争胜利的战役是： A.邯郸战役 B.津浦战

役 C.苏中战役 D.上党战役 答案： D 解析：本题属中国革命

史。考查内容是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配合谈判桌上的

斗争，领导人民军队行自卫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战役是什么。

考查目标是要求考生准确地再认有关历史事件。在重庆谈判

期间，蒋介石先后命令傅作义和阎锡山进攻解放区，前者迫

近张家口，后者进攻上党地区，但均被人民军队击败。在本

题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提到了上党战役，故D项为正确答案

。在回答本题时，应根据题干中限定的“重庆谈判期间”这

一条件作答，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要途径是： A.管制帝国主义

在华企业 B.没收官僚资本 C.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 D.剥夺

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 答案： B解析：本题属中国革命史。

考查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主

要途径是什么。考查目标是要求考生准确地再认有关历史知

识。建国之前，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工矿企业生



产中占有绝对优势，居于垄断地位，而且是旧中国腐朽统治

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没收。因此，把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

家所有，便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要途径，由此可

以牢牢掌握住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准备条件，奠定基础。当时，党和政府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残存于中国大陆的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管制、征

购、征用、代理等措施，陆续转为国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与官僚资本相比，并不是

“主要途径”。至于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则是在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才开始进行的，并且也不是比官僚资本更“主

要”的途径；而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只是改变封建

土地所有制关系、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措施，而非建

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途径，更难称得上“主要途径”。故

此，本题的正确选项是B项，其他三项均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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