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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部分 常识判断 （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四书”是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它所指的是下列哪四本书？（　　）

 A． 《史记》、《春秋》、《汉书》、《诗经》

 B．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C． 《史记》、《论语》、《诗经》、《汉书》

 D． 《论语》、《春秋》、《诗经》、《中庸》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因此B项正确。

2、党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于本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①是党在历史上形成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②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③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④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了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政治常识。

2021年1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①正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是第一个百年征程的里程
碑、第二个百年征程的宣言书。

②正确，《决议》从人民、道路、主义、世界、政党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全面、深刻、系统地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③正确，《决议》融汇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
造，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④错误，《决议》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应该是“新时代”的
成就与变革，而非“各个时期”。

综上所述，①②③表述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A。

3、古代亭台楼阁往往留下文人墨客的珍贵足迹和绚烂诗文，以下楼阁与名句对应错误的一项是：

 A．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B．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C．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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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芙蓉楼：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人文常识。

A项正确，“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出自唐代崔颢的《黄鹤楼》，该句意为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
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描写的是黄鹤楼处的景观。

B项正确，“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出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该句意为落日映射下的彩霞与孤独的野鸭一齐
飞翔，秋天的江水和辽阔的天空连成一片，浑然一色。描写的是滕王阁处的景象。

C项正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该句意为先于天下人的忧去忧，晚于天下人
的乐去乐。是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发出的感慨。

D项错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出自唐代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该句意为那些悠悠浮云总是遮蔽太阳的光
辉，登高不见长安城，怎么不让人内心沉痛忧郁。描写的是位于江苏南京的凤凰台。芙蓉楼位于江苏镇江。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D。

4、公文的标题一般由哪些要项组成？（　　）
 A． 版头、发文字号

 B． 抄送机关、版头、主题词

 C． 份号、密级标志、主题词

 D． 发文机关名称、事由、文种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D项正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九条规定，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

①马列主义

②毛泽东思想

③邓小平理论

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⑤科学发展观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⑤

 C．③④⑤

 D．①②③④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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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9812707100

400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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