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二、非选择题 

41.相同点：①治理对象：建立了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②制定了统一的法律；③建

立起行政管理制度。（3分） 

不同点：汉朝郡县严格执行中央的统一制度法令，罗马帝国行省权力较大；汉朝实现了文字

统一，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语言文字的统一；汉朝强调教育、教化和伦理规范的作用，罗马帝

国重视法律的作用；汉朝制度上对各地区民众同等对待，罗马帝国境内民族区别对待较明显。

（8 分） 

42.（1）特点：监察对象，既察官又察民；监察范围，既“察人”又“察事”；监察内容，

既察违法犯罪，又察一般事务；监察功能，既罚又赏；监察方式，既事后纠劾又事前监察。

监察的地位：表面独立，实质依附于皇权（任意 5 个方面 5 分） 

（2）原因：清朝官场腐败的教训；近代民族危机的加剧；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对

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学说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反思；孙中山积极探寻救国之路。（8 分,分角

度任意四点 8 分） 

（3）意义：有利于形成完善的反腐败机制，推动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向纵深发展；有利于

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有利于克服类似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健康发

展。（3 分） 

43. （1）天下观：强调以华夏政权为中心，通过教化周边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秩序。（3） 

原因：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儒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民族交融；华夏

认同观念形成。（4） 

（2）方面：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3） 

作用：为其合法地位寻找历史依据；稳定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维护政权；有利于学习借鉴汉

文化、制度，促进本民族的发展；有利于民族交融，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4） 

44.示例：“三个世界”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世界格局进行划分的思想，把世界划分

为美苏、发展中国家和二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三部分，并由此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反

对霸权主义。（3）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但是美国的经济地位有所削弱，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形成巨大压

力。西欧和日本快速发展，冲击美苏两极格局。亚非拉国家兴起，影响逐步扩大。（4） 

“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判断，表明中国外交意识形态色

彩有所减轻。这拓展了中国外交空间，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中国同

西方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得到

进一步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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