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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人教版带答案高中历史下高中历史统编版下第二单元中古时期的世界必

考知识点归纳 

 

 

单选题 

1、中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各城市政府相继出台大量禁奢法令。1506 年,威尼斯一对青年男女举行了一场耗资巨

万的婚礼，但新娘父亲扎卡里亚特意强调，“从嫁妆和彩礼的价值到婚礼宴会的规格和规模，均遵守最新的禁奢

法令执行”。这一现象根源于意大利 

A．社会攀比之风盛行 B．人文主义精神发展 

C．政府监管措施不力 D．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答案：D 

解析： 

结合所学可知，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经济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因而，意大利各城巿

政府相继出台大量针对奢侈行为，特别是私人者侈消费的禁奢法令都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D项正确；

材料未体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态，不符合题意，排除 A 项；材料中未体现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

不符合题意，排除 B项；材料未体现政府针对这一禁令采取的消极态度行动，排除 C项。故选 D项。 

小提示： 

2、16世纪初的德国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有名无实。德国农民要交什一税，还要受高利贷的盘剥，其中

罗马教会是最大的放贷者。马丁﹒路德严厉批评罗马教会，“教会应该发光，为俗世的人做一个模范。但他们倒

行逆施，作恶盘剥”。他呼吁“让德意志的皇帝作一个真皇帝”，以德意志民众和世俗政府之力来纠正这一弊病。

上述材料意在说明马丁﹒路德这一行动 

A．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 B．推动了信仰得救的理念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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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动摇了基督教会的统治地位 D．引发了一场关于赎罪券的辩论 

答案：A 

解析： 

面对教会对德意志地区的盘剥，马丁·路德主张加强世俗政权，以德意志民众和世俗政府之力来纠正这一弊病，

这一行动有助于推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A项正确；材料未涉及到信仰得救，排除 B项；马丁·路德的主张

并不能动摇教会的统治地位，排除 C项；D项与材料内容无关，排除 D项。故选 A项。 

3、狄德罗认为观察、思考和实验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三种方法,人们通过精确的实验可以“探访自然”“多方地拷

问对象”“有意用一些最奇怪的试验来挑逗自然”,从而发现新的事物。这表明 

A．人文主义冲击传统认知方式 B．近代科学发展推动思想解放 

C．经济发展助推理性精神觉醒 D．自由平等观念引发社会变革 

答案：B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人们通过精确的实验可以更清晰的认识自然，从而发现新的事物，体现了近代科学发展推动思

想解放，B项正确；材料中传统认知方式受到冲击是因为近代科学发展，而不是人文主义，排除 A项；材料未

体现经济发展的影响，排除 C项；材料未体现自由平等观念和社会变革等内容，排除 D项。故选 B项。 

4、14到 17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内核是 

A．理性主义 B．三权分立 C．人文主义 D．主权在民 

答案：C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文艺复兴的精神内涵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C项正确；理性主义、三权分立、主

权在民都是启蒙运动的主张，排除 ABD项。故选 C项。 

5、伏尔泰对英国政治制度这样描述：“一个受人尊敬而富裕的国王，有无限的权力做好事，却无力为非作歹。”

而卢梭认为，统治者如果违反了民意，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撕毁大家都应该遵守的社会契约，践踏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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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有权推翻他。由此可知 

A．伏尔泰主张君主专制，卢梭主张君主立宪 

B．伏尔泰主张君主立宪，卢梭主张民主共和 

C．伏尔泰主张君主立宪，卢梭主张君主专制 

D．伏尔泰主张君主专制，卢梭主张民主共和 

答案：B 

解析： 

伏尔泰认可国王的存在，但不可以为非作歹，即用法律约束国王，主张君主立宪制，卢梭强调社会契约论，统

治者若违反民意，人民有权推翻，主张民选国家领导人，属于民主共和制，B项正确；排除 A项、C项、D项。

故选 B项。 

6、《天朝的崩溃》中写道：“1840年 4月 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经过 3天的辩论，以 271票对 262票的微弱

多数，通过了内阁的提议。”随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对中国开战。由此可见，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

争决定于 

A．议会 B．内阁 C．国王 D．首相 

答案：A 

解析： 

英国议会辩论之后决定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女王只是在形式上通过而已，由此可见，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

鸦片战争决定于议会，A 项正确；内阁对议会负责，因此没有决定权，排除 B 项；国王统而不治，没有决定权，

排除 C项；英国首相对议会负责，没有决定权，排除 D项。故选 A项。 

7、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

巨人的时代。”下列属于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有 

A．伏尔泰 B．霍布斯 C．拉斐尔 D．凯恩斯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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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文艺复兴是 14—17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宣扬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有“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C

项正确；霍布斯、伏尔泰为启蒙运动中英国、法国代表人物，排除 A项、B项；凯恩斯是现代西方著名经济学

家，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排除 D项。故选 C项。 

8、古希腊雕塑各个时期表现手法各有特色，经过了从“僵直的站立”到“放松的右腿”再到“自由运动的身体”进而

走向了“弄姿作态”的艺术呈现方式。材料主要反映了古希腊（  ） 

A．雕塑艺术的不断进步 B．对人的关注越来越明显 

C．艺术灵感来源于自然 D．理性和科学的紧密结合 

答案：B 

解析：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人文主义精神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

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并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因此从“僵直的站立”到

“放松的右腿”再到“自由运动的身体”反映的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B项正确；材料强调雕塑艺术的特色变化，

不能说是雕塑艺术不断进步，排除 A项；材料的信息也没有体现艺术灵感来源于自然，排除 C项；启蒙运动时

理性和科学的紧密结合，排除 D项。故选 B项。 

9、19世纪中期，英国国王有选择和任命首相及其他内阁大臣的法定权力。但实际上，国王只能接受议会选举结

果，委任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为首相，授权首相组阁。这说明当时英国 

A．法律未能得到执行 B．内阁权力开始膨胀 

C．议会主权得以确立 D．国王“统而不治” 

答案：D 

解析： 

国王只能接受议会的选举结果，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明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是“统而不治”的表现，



5 

 

D项正确；材料反映是英国国王统而不治，而非法律没有执行，内阁权力开始膨胀，排除 AB项；在 17世纪议

会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就得到确认，排除 C项。故选 D项。 

10、“民主”源于希腊文，原意为“人民的权力”；“共和国”一词中的“公共”源自拉丁文“人民”，在古罗马，共和国

被视为是“人民的共同事务”；进入帝国时代，“皇帝所决定的都有法律效力，因为人民已把他们的全部权力通过

王权法移转给他”。材料反映了 

A．社会契约论根植于久远的传统文化 

B．君权神授理念取代了人民主权思想 

C．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在不断发展创新 

D．罗马帝国的立法重视体现君主意志 

答案：A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材料反映出皇帝的决定有法律效力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已把他们的全部权力通过王权法移转给他”

来看，是因为皇帝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使得决定有法律效力，A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君权民授”，排除 B项；C

项材料没有反映，排除 C项；材料没有涉及“君主意志”的法律效力，排除 D项。故选 A项。 

11、18世纪的法国，还远未解决扫盲问题，图书馆和阅览室是毫无意义的，而更方便、更大众化的去处是咖啡

馆，在浓郁的咖啡刺激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在咖啡馆里相遇、交流、互补，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说明，

当时的法国 

A．平民主导思想潮流 B．封建专制制度衰落 

C．启蒙思想逐渐流行 D．平民贵族日趋平等 

答案：C 

解析：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可知，18世纪的法国处于启蒙运动的高潮，材料“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在咖啡馆里相遇、交

流、互补，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反映了启蒙思想逐渐流行，C项正确；A项说法错误，材料未体现平民主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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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潮流，排除 A项；材料体现了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逐渐流行，未体现封建专制制度衰落，排除 B项；材料未

涉及平民和贵族地位，排除 D项。故选 C项。 

12、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一个绅士无论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都应一样善于克服。因此，他

主张体育的重点应放在游泳、骑马、走剑、摔跤和舞蹈方面。但作为清教徒的洛克反别竞赛式运动，认为掌握

这些项且的高超水平和进行比赛是贵族阶级徒劳无益的排场。洛克的主张 

A．体现了宗教改革理论的核心观点 B．预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 

C．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时代要求 D．强调了信仰对体育的决定作用 

答案：C 

解析： 

洛克认为人应当克服遇到的困难，而且反对贵族式的竞赛式运动，这种认识一方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另

一方面意识到社会体育中蕴含的平等观念，这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时代要求，C项正确；英国宗教改革的核心

内容是提倡国教运动，与材料内容无关，排除 A项；通过材料无法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进程，排除 B项；D

项错在“决定”，排除 D项。故选 C项。 

13、继《大宪章》之后，1297年英国贵族又迫使国王爱德华一世签署“无同意课税法”，该法规定：“凡贡税或补

助金，如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之惠然同意，则国王或其嗣

君不得于本王国内征课之，”这说明 

A．中古欧洲封建制度正式确立 B．主权在民原则得到英国社会普遍认可 

C．等级君主制在英国不断强化 D．《大宪章》的理念影响了英国政治趋向 

答案：D 

解析： 

《大宪章》之后，英国贵族继续向国王施加压力，限制国王的权力，说明《大宪章》体现的限制国王权力的理

念对此后的英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D项正确；欧洲的封建制度确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排除 A项；主权

在民原则在启蒙运动后逐渐被社会认可，排除 B项；中古时期的法国是等级君主制，英国是议会君主制，排除 C

项。故选 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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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7年，马丁·路德的战斗檄文《九十五条论纲》贴出后，仅仅两周时间，便传遍了德意志地区，四周后各

种译文传遍全西欧。实际上，当时欧洲的印刷术才使用不久，造价极其高昂。这种不可思议的传播速度主要得

益于 

A．信徒们倾囊相助 B．封建君主的支持 

C．新兴资本的力量 D．新教理论的成熟 

答案：C 

解析： 

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思想领域出现资产阶级思想。《九十五条论纲》符合资产阶级新思想，因此传

播较快，C项正确；材料中未体现信徒的倾囊相助和封建君主的支持，排除 A、B两项；宗教改革此时刚刚拉开

序幕，新教理论尚未成熟，排除 D项。故选 C项。 

15、宗教改革期间，加尔文教宣称，人应该完成上帝给予他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人们

必须理性地生活；他们认为高利贷者和商人是以理性来生活的。这一思想 

A．奠定了欧洲天赋人权的思想基础 B．继承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 

C．成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思想武器 D．摧毁了天主教会的思想专制 

答案：C 

解析： 

根据材料信息这一思想主张人应该现世的“责任和义务”,并“认为高利贷者和商人是以理性来生活的",这一思想成

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思想武器，C项正确；材料不涉及“天赋人权”的信息,排除 A项；材料的这一思想和古希腊

理性主义传统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B项；“摧毁了”表述不符合史实,排除 D项。故选 C项。 

填空题 

16、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 

(1)______年，英国爆发革命。经过两次内战，______获胜，随后，英国经历了______、军事独裁和王朝______

时期的反复斗争。______年，发生“光荣革命”，革命成果获得巩固。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_______》；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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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通过《________》，英国_______逐步形成。 

(2)1775年 4月，波士顿附近______的民兵与英军发生冲突，美国独立战争由此开始。_______年 7月 4日，大

陆会议发表《_______》，阐述了_______思想，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1783 年，______承认美国独立。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______革命，也是一场______运动。 

(3)_______年 7月 14日，法国民众攻占______,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议会颁布了《_______》，明确提出了人

权、_______、平等、法治、人民主权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原则。1791年，议会颁布_______，确立了新制度的基

本框架。1799年，______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他的统治维护了大革命所确立的________制度，

但他实行______，入侵一些欧洲国家。1815年，在欧洲各国的联合进攻下，_______帝国覆灭。法国大革命也沉

重打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______制度，革命的原则随着拿破仑的军队传播到欧洲各地。 

答案：     1640     议会     共和国     复辟     1688     权利法案     王位继承法     君主立宪制     莱克星顿     1776     独立

宣言     人民主权     英国     资产阶级     民族独立     1789     巴士底狱     人权宣言     自由     宪法     拿破仑     资本主

义经济     帝制     拿破仑     封建 

(1)结合所学内容可知，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经过两次内战议会获胜，随后，英国经历了共和国、军事独裁

和王朝复辟时期的反复斗争。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革命成果获得巩固。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

案》；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英国君主立宪制逐步形成。 

(2)结合所学内容可知，1775年 4月，波士顿附近莱克星顿的民兵与英军发生冲突，美国独立战争由此开始。

1776 年 7月 4日，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阐述了人民主权思想，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1783 年，

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 

(3)结合所学内容可知，1789年 7月 14日，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议会颁布了《人权

宣言》，明确提出了人权、自由、平等、法治、人民主权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原则。1791年，议会颁布宪法，确

立了新制度的基本框架。1799年，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他的统治维护了大革命所确立的

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实行帝制，入侵一些欧洲国家。1815年，在欧洲各国的联合进攻下，拿破仑帝国覆灭。法

国大革命也沉重打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革命的原则随着拿破仑的军队传播到欧洲各地。 

17、文艺复兴代表：14世纪意大利产生了_____、彼特拉克、薄伽丘文学三杰。15世纪出现了___________、米

开朗基罗、拉斐尔________。15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扩展到欧洲各地，英国的____________作品《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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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王》等。 

答案：     但丁     达芬奇     美术三杰     莎士比亚 

①：结合课本可知，14世纪意大利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文学三杰，①处填写但丁； 

②：结合课本可知，15世纪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美术三杰，②处填写达芬奇； 

③：结合课本可知，15世纪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美术三杰，③处填写美术三杰； 

④：结合课本可知，15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扩展到欧洲各地，英国的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等，

④处填写莎士比亚。 

18、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17-19世纪，资产阶级在一些国家相继进行____或____，确立了____，它从____、

____、____扩展到____、____、____、____ 

答案：     革命     改革     资本主义制度     英     美     法     俄     日     意     德 

结合所学“西方代议制的发展历程”可知，17-19世纪，资产阶级在一些国家相继进行①革命或②改革，确立了

③资本主义制度，它从④英国、⑤法国、⑥美国扩展到⑦俄国、⑧日本、⑨德国、⑩德意志等国，西方资

本主义制度确立。     

19、美国内战 

（1）原因：南北双方在关税、西部领土建州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在____问题上斗争尤其尖锐。 

（2）经过 

①爆发：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②转折：联邦政府先后颁布《宅地法》和《____》，赢得民众支持，最终击败了南方分裂势力 

③结束：1865年，内战结束 

（3）评价 

①积极：维护了国家统一，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法律上承认了黑人的公民权利，为此后美国的发展

和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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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局限：黑人仍备受歧视 

答案：     奴隶制的存废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美国内战的原因是南北双方在关税、西部领土建州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在奴隶制的存废问

题上斗争尤其尖锐；联邦政府先后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赢得民众支持，最终击败了南方

分裂势力。 

20、文艺复兴 

背景： 

（1）根本原因：西欧中世纪晚期________。 

（2）文化基础：意大利拥有丰厚________积淀，又从东方汲取大量文化养料。 

（3）人才优势：聚集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文人。 

实质：创立符合________需要的新文化。 

特点：资产阶级借用古典文化为现实政治服务 

内容： 

（1）核心：精神内核是________。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升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2）主张：反对________，抨击教会腐败和守旧思想，崇尚________；重视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力，追求现世

社会的幸福生活，提倡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 

发展历程 

特

征 
时间 代表人物 思想特色 

兴

起 
14世纪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文
学三杰”） 

讽刺教会的封建腐朽，宣扬人性的自由 

发

展 
15世纪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美术三杰”） 

突破了中世纪呆板僵硬的风格，描绘现世

生活，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扩

展 
15世纪后期 莎士比亚等 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________，解放了长期被宗教戒律压抑和禁锢的人性，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本

身与现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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