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成人高考高起点史地综合考试真题及答案 

一、选择题：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

符合题目要求的。 

第 1 题单选 “武王伐纣”推翻的王朝是 

A.夏 

B.商 

C.周 

D.秦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商代灭亡、商周更替的历史事件。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商纣王治国“无

道”，遭到周武王的讨伐，武王联合周边多种军事力量，打败了商纣王，推翻了商朝。这道

题的关键是要知道武王是周武王，所伐之“纣”是商纣王。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之后，正确地

选择答案就很简单了。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最常见的错误是，没有经过认真审题就匆忙作答，有些考生看

到“武王伐纣”，马上就想到了西周的武王，于是错误地选择了 C 项“周”。实际上，本题要

求回答的是在武王伐纣事件中“被推翻的”是哪个王朝，显然是要选择 B 项：商。防范措施

是：一要清晰记住先秦时期奴隶制王朝更迭的顺序和重要事件，二要在答题时仔细读懂题目

的要求。 

第 2 题单选 南朝思想家范缜在所著《神灭论》中 

A.反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 

B.主张“人死不为鬼”，反对有鬼论 

C.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 

D.批驳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观点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具有一定的难度，考查的重点是南朝著名无神论思想家范缜代表著作《神

灭论》最典型的观点，或者说范缜最著名的主张。本题的难点在于必须弄懂四个选项的主张

是什么;尤其难的是 B 项和 D 项，二者都是不信鬼神的主张，都具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思想。

怎样才能正确回答本题呢?关键是需要抓住范缜是南朝思想家这一信息点，还要知道南北朝

时期佛教非常盛行，而佛教主张人死可以再生、主张六世轮回。范缜坚决反对、批判佛教，

他主张人死后形体不存在了，人的精神也就自然消失了，因此他提出形神不可分离，形在神

存、形亡神灭的观点，直接批驳佛教的观点。只要掌握了范缜是批判佛教的，从以上四个选

项中找出正确答案就不难了。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常见错误为：一是错误地选择 B 项，认为《神灭论》就是不信

鬼;二是错误地选择 A 项，混淆了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思想。第一种错误的原因是没有准确地

把握范缜观点的针对性：抨击佛教;第二种错误的原因颠倒了有神与无神、唯物与唯心思想

的基本观点。因此，对于这类问题，在复习时必须全面整理有关范缜的知识点，包括：范缜

的时代，范缜思想的基本观点，范缜的著作名称以及《神灭论》的代表性语言等。 

第 3 题单选 科举制始创于隋代，而在科举考试中实行八股取士始于 

A.唐代 

B.宋代 

C.明代 

D.清代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 本题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发展过程中重要转变问题的知识点进行考查，即要求



考生准确回答科举制中考八股文开始于哪个朝代。问题并不复杂，但是需要考生准确了解有

关科举考试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对明清科举考试与加强中央集权的关系等问题要有所了解;

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开始八股取士，是为了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如果

了解了这一层历史背景，就会很容易选择 C 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虽然看似简单，但考生并不一定容易得分。原因是，有些考生

对唐代科举制印象深刻，往往会错误地选择 A 项唐代;也有的考生会错误地认为科举制禁锢

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可能会选择 D 项清代;极少数考生如果对整个科举制知识掌握得不牢靠，

也会随意地选择 B 项宋代。为了防止对类似的涉及多个朝代的制度类考题出现选择错误，考

生要在复习时全面归纳和整理知识点，比如把科举制的创立、进士科的出现、八股考试的确

立以及对历史的影响等内容集中起来记忆，就会事半功倍，防止误选。 

第 4 题单选 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外，另设宣

政院管理 

A.行政事务 

B.军事事务 

C.监察事务 

D.宗教事务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元代中央机构中新设机构职能的掌握情况。题目中出现了四个

机构，在教科书中只要求掌握中书省(包括元代新出现的行中书省)和宣政院。元代是我国历

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信仰各异，因此，对于民族和宗

教的管理显得十分重要，于是设立了新的中央机构——宣政院，专门负责管理民族和宗教事

务。正确的选项是 D 项宗教事务，而不是行政、军事及监察等。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常见的错误是被题目中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无关本题

的机构职能所迷惑，拿不定主意选择正确答案。其实，在教科书中要求考生掌握的或者说有

可能出考试题的只有中书省和宣政院;而关于元代的中书省又往往会考“行中书省”。枢密院、

御史台根本就不会作为元代政治制度的考试内容。宣政院是必须牢记的，这个制度创立于元

朝，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务。 

第 5 题单选 16 世纪中叶，明朝将领俞大猷、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倭寇源

起于元末明初的 

A.荷兰殖民者 

B.日本海盗 

C.葡萄牙殖民者 

D.蒙古瓦刺部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 这道题考查的是明代边患的问题。元末明初，明代的边疆并不稳定，主要是北

面的蒙古和东南的倭寇，当时的西方列强还未对明朝边疆构成威胁，因此，A、C 选项首先

要排除。B、D 选项中，正确的是 B 项：日本海盗。其实，如果了解“倭寇”的“倭”是小

矮人的意思，也就会选择“日本海盗”而不选“蒙古瓦刺部”了。因为日本人相对矮小，蒙

古人相对高大一些。【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比较容易做出正确选择，但也有错误出现，

常见的错误是选择“荷兰殖民者”或“葡萄牙殖民者”。造成错误的原因是误将明初当成了

清初。清初西方殖民者开始侵略到我国东南沿海边疆，荷兰殖民者曾占领了我国台湾，葡萄

牙人来到了我国的澳门，于是有的考生误将倭寇当成了荷兰或葡萄牙的殖民者。为了防范这

类错误的出现，最好把每个朝代之初边疆的形势记清楚，弄清当时东南西北的敌对势力分别

是谁，双方的关系怎样，有什么大事等等，这样就会有备无患。 



第 6 题单选 全面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的著作是 

A.《神农本草经》 

B.《伤寒杂病论》 

C.《千金方》 

D.《本草纲目》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考查的重点是四部医学著作的相关知识。这四部著作成书的时间不同，《神

农本草经》出现在先秦，《伤寒杂病论》成书于汉代，《千金方》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著作，

《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的著作。考生如果记住四部书的成书时代，就可以根据题目要求

正确选择 D 项《本草纲目》，因为明朝才有可能总结 16 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千金方》

产生于七八世纪的唐代，前两种医书出现得更早，根本不可能总结 16 世纪的医药学。因此，

只有明代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是正确选项。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常见的错误是选择 A 项，由于对中国古代医学历史知识掌握

得不系统，只听说过《本草》或《本草经》，于是当看到题目中有“医学巨典”这样的形容

词，便错误地选择了 A 项。防范这类题目出错的最好办法就是系统总结教科书上有关中国

古代医学的成就，将先秦、汉魏、唐代、明代四个时期的医学人物、代表著作、医学成果、

外国评论等集中整理到一起，就会避免错误的发生。 

第 7 题单选 曾国藩在评论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制，一旦扫

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这一历史事件是 

A.鸦片战争 

B.太平天国运动 

C.甲午战争 

D.义和团运动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考生对“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难度

很大。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拜上帝教”，宣传独一真神上帝，反对一切偶

像崇拜，包括对孔子的崇拜，以此作为发动民众的一种思想工具。正因为这样，太平天国的

宗教思想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曾国藩正是利用拜上帝教教义违背孔孟之道这一点，

来鼓动知识分子起来保护“名教”，反对太平天国。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设计很好，但难度较大，超出了课本范围。解题关键是要掌握

历史人物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所产生的影响。曾国藩生活的年代是 1811 至 1872 年，他一

生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他人生的辉煌时期;另外，他还是洋务

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鸦片战争时，他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爆发时，

曾国藩已经去世。排除这三个选项，正确答案就出来了。本题避免错选的关键在于记清历史

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其主要贡献，以免张冠李戴。 

第 8 题单选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誉为“思想

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发”。其作者是 

A.康有为 

B.梁启超 

C.谭嗣同 

D.郑观应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著作，是维新变



法的理论基础。这两部书以孔子为旗号，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维新思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冲击了顽固守旧思想，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梁启超就把《新学伪经考》比作“思想

界之大飓风”，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大喷发”和“大地震”。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正确区分和理解不同历史人物所作的贡献，是避免答题错误的关 

键。本题涉及的知识点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期间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著作是《变法

通议》，谭嗣同宣传变法的理论著作是《仁学》，要注意区分。 

第 9 题单选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两位先生”是 

A.民主和科学 

B.民主和法制 

C.科学和技术 

D.法制和科学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 这是一道知识记忆题，考查考生对历史知识的准确记忆能力。新文化运动的两

大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英文为“DemoCraCy”，当时又译为“德先生”;科学，

英文为“SCienCe”，当时又译为“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人受到一次科学与民主的洗

礼，思想上得到空前的解放。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避免本题错选的关键是历史概念要清楚，解题时要注意审题。相 

关内容多次出现在成人高考试题中，复习时要特别留意。 

第 10 题单选 1926 年，为推翻军阀政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北伐对象中

盘踞湖南、湖北的军阀是 

A.吴佩孚 

B.段祺瑞 

C.孙传芳 

D.张作霖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 这是一道知识记忆题，考查考生对历史知识的准确记忆能力。北伐战争面临的

敌人主要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其中吴佩孚盘踞两湖，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威胁最大，

所以北伐首要打击对象是吴佩孚。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主要要注意不要把几个历史人物弄混淆，特别是同时代的人物，职

业相同、背景近似，稍有疏忽就容易搞错。 

第 11 题单选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是 

A.中共三大 

B.八七会议 

C.遵义会议 

D.中共七大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遵义会议是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长征的过程中召开的;它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

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中，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召开的几次重大

会议，其内容和影响，都是复习时必须要重点掌握的内容。在近几年成人高考中，中共二大、



中共三大、八七会议、遵义会议、中共七大、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多次出

现，因此要特别留意。本题涉及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中共三大制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

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对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革

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形成。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争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相关知识点要注意区分

和理解。 

第 12 题单选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幅宣传漫画，画上有一首诗写到：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

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这首诗应出现于 

A.土地改革时期 

B.三大改造时期 

C.大跃进时期 

D.文化大革命时期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历史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大

跃进时期的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因此正确选项是 C。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本题避免错选的关键在于正确

把握这些特点，以免张冠李戴。A、B 两个选项相对比较容易排除，D 选项有一定的干扰作

用。“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时间最长、影响最严重”的“左”

的错误。 

相关知识点也要掌握。 

第 13 题单选 20 世纪有一首歌唱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

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这反映的是 

A.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 

B.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辟 

C.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 

D.经济特区的设立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涉及内容较多，基本涵盖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几个重要步骤。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国家在对外开放方面连续迈出了几大步。197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

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优惠政策。1980 年，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

市、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逐

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

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要更晚一些。掌握了相关

知识，本题并不难解。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有两个选项涉及“沿海”，还有近似的名词如“开放区”、“开

发区”、“特区”等。这都需要仔细甄别，准确把握其中区别。 

第 14 题单选 据统计，1500 年世界总人口为 4.25 亿，1600 年达到 5.45 亿，1750 年更达到

7.2 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航路开辟后 

A.传染病的传播得到抑制 

B.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迁移 

C.商业贸易网络覆盖全球 

D.农作物品种的广泛传播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通过世界人口在不同年份总数的比较，说明在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范围内

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趋势。在 250 年间，世界人口总数增长将近 3 亿人，净增约 70%，其背

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作用。人口的增加首先需要有充足的食物为基础。正是

在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很多农作物品种，如玉米，先是传到欧洲，之后又从欧洲传到世界

其他地区，从而使人们获得了适应力更强、产量更高的粮食来源，推动了世界各地的人口的

迅速增加。可见，理解改善“吃”的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是解决本题的关键所在。故 D

项是正确项。A 项错误在于，在新航路开辟后，传染病传播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反而

扩大了传播范围。B 项具有一定迷惑性。的确，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人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

流动，但是人口流动并不是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C 项所描述的商业贸易网络覆盖全球，并

不是这时已经达到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在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世界市场形成后才逐步实

现的。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容易误选的是 B、C 两项。就 B 项而言，之所以形成误选，是

没有分清楚，人口迁移和人口增加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

系。 

如果人口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而后者并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繁衍最基本的食物条

件，人口的增加是难以想像的。就 C 项而言，之所以误选，主要是由于没有区分清楚时代特

征，混淆了本是发生在后面历史时期的事情。避免类似错误发生，需要认真分析，准确把握

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 

第 15 题单选 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等一系列法案，规定了法官任免权属于

议会而不属于国王等内容。这些规定的目的是 

A.限制君主权力 

B.实行三权分立 

C.提高司法的地位 

D.建立共和政体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对《权利法案》核心内容的掌握。《权利法案》是英国“光荣革命”

的第二年形成的英国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而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接受威廉三世英

国国王的前提，就是他必须接受由议会所提出的这部《权利法案》。“光荣革命”和限制王权

的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基本确立，议会逐渐摆脱国王的控制，成为国家的

最高权力机关。因此，本题的 A 项是正确选项。B 项在英国没有实行，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

核心特征。C 项虽然看起来似乎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题于是问以《权利法案》为代表的一

系列法案规定的目的，而“提高司法的地位”显然不是《权利法案》的直接目的。D 项也与

英国当时的史实不符。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误选 C 项。题干中的“法官任免权”和选

项中的“提高司法的地位”似乎有关系，但仔细审读就会发现，题干说的和 C 项表述的不是

一回事。题干所说是法官由谁来任免，而由谁来任免并不能说明司法地位的高低，决定司法

地位高低的，是赋予法律的实际权限。像本题这样似是而非的选项，需要对照题干和选项，

琢磨其中的含义。同时，对一些基本知识内容更要熟记。 

第 16 题单选 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彻底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全面限制物价等激进的法令，

实行恐怖政策是在 

A.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 

B.吉伦特派统治时期 

C.雅各宾派统治时期 

D.拿破仑统治时期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举措之间的区别。题干给出

的政治举措是：颁布彻底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全面限制物价等激进的法令和实行恐怖政策。

根据史实可知，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通过救国委员会实行专政。雅各宾派的政策激

进，其政治举措也是最激进的。特别是它实行的恐怖政策，更是被历史学界作为这一派别的

“代表性标志”，写入史册;故 C 项是正确选项。B 项的吉伦特派主要代表当时信奉自由主义

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因而为了维护希望经济自由、不希望对市场和物价有更多限制的工

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不可能提出全面限制物价的主张。A 项和 D 项都与封建权利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不会主张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尤其是拿破仑还曾恢复帝制。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相对于 A、D 两项，B 项被误选的几率更大。这主要是对吉伦特派

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了解不很清楚所致。首先应该知道吉伦特派的基本政治立场，他们代表哪

个政治集团的利益。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有了分析的基础了。作为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

代表，吉伦特派不会实行限制自身利益的政策，特别是像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实行最高限价

等经济恐怖政策，这既有违信奉自由主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信条，也会损害他们的实际利

益。 

第 17 题单选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是 

A.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B.许多技术发明源于工匠的经验 

C.新兴产业集中在工业领域 

D.依靠政府力量的推动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 本题通过比较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考查考生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特

点的认知。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它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焕发出的生产力

发展基础上，对生产力的又一次大激活和大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

应用(即电气时代)。1870 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国的科技新技术、新发明层

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个先进国

家几乎是同时进入这次工业革命的;因此 A 项为正确项。B 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当

时很多的技术发明并不是由科学技术理论指导和反复试验产生的，而是一些工匠在生产实践

中摸索得来的，像珍妮纺织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情况就不同，这时的很

多技术发明都是经过科学实验，由科学家或科学研究集体完成。C 项是两次工业革命时期的

共同主要特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绝大部分新兴产业都集中在工业领域，包括重工

业和轻工业领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新兴产业如电力、化学产业等也属于工业领域。D

项也是两次工业革命都有的特点，英国为了推动产业革命，出台了很多鼓励和保障性政策;

而后来的德国、美国等，也都为科技发明的工业化转化提供支持。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是把两次工业革命都有的特点误认为是正

确答案。题干设问虽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同时强调的是“与第一次工业革

命相比”，实际上是要问：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有的特点。这样，就可

以排除了 C、D 两项。这就提示我们，在审读题干，特别是理解设问指向时，需要把握住问

题的真正含义。 

第 18 题单选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放弃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开始施行新

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 

A.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B.实行余粮收集制度 

C.向农民征收粮食税 



D.禁止土地租佃和雇工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苏俄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实行的重要

政策，它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这也是在社会矛盾比较激烈

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缓和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除去 C 项为正确项外，A

项是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之时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令》的内容;B 项是苏俄国内战争时

期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引发了广大农民的不满;D项与本题题干没有联系。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如果对新经济政策基本内容掌握不准，A、B、D 三项都有可能被误

选;但相比较而言，B 项最好排除，因为它在教材中有明确的时间定位。要排除 A、D 两项，

就要想到，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以及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上所述，新经济政策主要为

了缓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日益紧张的关系，为了平复农民在余粮收集制下几乎全部粮食都被

国家收走的不满与反抗。因此，这不是解决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不涉及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

同时，农民的不满主要也不是禁止他们出租土地和雇工。有了这样的分析，就不会选择错误

了。 

第 19 题单选 面对 1929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胡佛宣称：“繁荣就在面前，转过街角

就是。”这反映出 

A.经济危机即将结束 

B.政府不愿意承担反危机责任 

C.经济危机程度较轻 

D.政府未看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从而衬托出罗斯福政府

的反危机措施的作用与效果。危机爆发时，美国的胡佛政府由于奉行自由放任的理念，对危

机的认识并不到位，表现出盲目乐观，为继续坚持其执政方针寻找理由，没有采取及时有效

的应对措施。这与其信奉自由放任理念有关，当然也与它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有关。A、

B、C 三个迷惑项中，A 项明显与题干给出的时间不符;B 项逻辑上是 D 项的延伸：由于政府

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因此也就认为没有反危机的责任;C 项与这场危机的特点和性质不

符，同时它表述的是一种状态，不是政府态度的反映。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容易出现的错误是选择 B 项。胡佛政府在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

候，也确有不想过多承担反危机责任的表现，如对失业者救济不力等;但如果结合题干中胡

佛的讲话可以看出，他是在用“危机马上过去”的“美好”描述说服人们，而不是在为自己

开脱责任。所以，仔细阅读题干，理解材料的意思，根据材料去落实选项，是至关重要的。 

第 20 题单选 1946 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等多次演讲，称

“我力求完成好我的任务，使你们满意”，“我很可能无意中吐露了一大堆人们心中认为是对

的，但有点羞怯不敢当众说出的话”。这反映出 

A.美国尚未确立全球战略 

B.“铁幕演说”符合美国的需要 

C.冷战在欧洲已全面展开 

D.英美已结成反苏同盟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与丘吉尔“铁幕演说”有关的史实。丘吉尔的演说在国际关系史

上很有名，它也被视为开启冷战的一份“宣言”。丘吉尔“铁幕演说”是在美国杜鲁门政府

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日甚，正在酝酿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之际。丘吉尔的演说强调

了欧洲分裂的现状，矛头公开指向苏联及其盟友。这也正是美国政府为推行遏制政策所需要



的舆论宣传，因此很符合美国的需要，B 项正确。A 项与题干所示时间不符;C 项所描述的是

稍后的史实，因为“冷战在欧洲已全面展开”是与马歇尔计划全面铺开、两个德国分立和北

约、华约对峙形成联系在一起的;D 项也是“铁幕演说”之后的事情，这个同盟的正式形成

是在北约成立后。 

【常见错误分析与防范】本题容易错选的是 D 项。从题干字面上似乎表明了英美有“共同

语言”，携手联合的含义。但是，需要注意，两个国家之间形成同盟，最重要视为履行相关

国际法手续，签署相关文件;而这在 1946 年还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