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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飞港澳台培训中心倾情力作

之

联考历史系统训练七十九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
目要求的）

1．东欧剧变第一阶段到来的政治原因主要是 ( )
A．共产党的单独执政
B．多党制的实行
C．党外人土的参政
D．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
2．东欧剧变第一阶段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是 ( )
A．市场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
B．发展速度慢，人民生活水平缺乏改善、提高
C．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
D．产业结构不合理
3．东欧剧变第二阶段执政党对反对派的妥协的表现是 ( )
①反对派大夺权

②实行政治多元制

③改变执政党的方针

④淡化或放弃社会主义原则

A、①③④B．②④ C．①③ D．①②④
4．东欧各国受制于苏联的历史原因最早应追溯到 ( )
A．十月革命时期
B．苏联二五计划时期
C．二次大战及战后初期
D．美苏争霸时期
5．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最大的积极意义是 ( )
A．保证了苏联的经济腾飞
B．使东欧各国迅速强大起来
C．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
D．在“冷战”状态下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
6．苏联在二战后对东欧控制的首要目的是 ( )
A．避免孤立；确保本国安全
B．获得更多的生产原料
C．掌握东欧各国的市场
D．使军事装备超过美国
7．戈尔巴乔夫放松对东欧控制的根本原因是 ( )

A．他认识到大国主义的错误
B．东欧各国强烈反对苏联的控制
C、是为了满足党内反对派的要求
D．为了甩掉东欧这个经济包袱
8．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新思维”的意图是 ( )
A．取得西欧和美国的支持
B．消除国家体制中的消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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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裁减军队以减轻经济建设的负担
D、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
9．西方国家对东欧“和平演变”的手段有( )
①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内政

②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③以贷款、贸易和技术援助加以诱骗

④扶植支持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势力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10．下列各项反映东欧剧变的大体经历，其正确的顺序是 ( )
①执政党内出现了反对派

②反对派向执政党夺权

③执政党面临经济和政治困难

④执政党不断向反对派妥协退让

⑤执政党丧失政权

A、①②③④⑤ D．③①②④⑤
C．③①④②⑤ D．①②④⑤③
11．戈尔巴乔夫曾准备用“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价值高于—切”，“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于接近”。对其评价正确的是 ( )
A．他看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同优点
B．他遵循的是优势互补的原则
C．其结果容易将社会主义融合到资本主义中
D．这是一种辩证的思想
1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的命运影响很大，其结果说明 ( )
①这是由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产生的必然结果

②个人也能够改变历史

③统治者的政策调整往往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至关重要

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体制就是要讲究稳定性

A．②③ B．①③
C．①③④ D．①②④
13．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 ( )
A．立陶宛宜布脱离苏联
B．罗马尼亚的政局动荡
C、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局势混乱
D．(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签署
14．苏共高级领导人为挽救苏联解体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是 ( )
A、公布(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
B．签署明斯克协定
C．发动“八一九”事件
D．《阿拉木图宣言》签署
15．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 ( )
A．长期以来体制上政策上的弊端和错误的积累
B．叶利钦长期的反共活动
C．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
D．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16．阅读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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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苏联 1960-1985年经济增长率百分比(根据 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年鉴》)
1961-
1965

1966-
1970

1971-
1975

1976-
1980

1981-
1985

6.6 7.8 5.7 4.3 3.6
材料二 (下面是 70年代到 80年代苏联的理论口号）“20世纪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世纪，到这个

世纪末，将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残余。”
——摘自瓦尔加《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第 132页
材料三 西方反苏反共的敌对势力长期以来通过各种途径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并采取种

种手段施加压力和影响，搅乱群众和干部的思想。

——摘自 1996年人教版《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
结合上述材料和课本所学的知识，试从经济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苏联社会主

义道路失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胜利的原因。你从中苏社会主义建设一成一败的原因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17、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1991年，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在比利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在十二国范围内实现
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即建立欧洲联盟。

材料二 1992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材料三 1991年，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地区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标志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将进
一步加强。

材料四 20世纪 80年代末，全球对外投资比 80年代初增加了两倍，
请回答：

(1)材料一、二、三说明了什么?
(2)材料四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哪—趋势?
(3)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亚太经济有何影响?

18．概括的世纪 80年代末期东欧和西欧的不同发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北京博飞--华侨港澳台培训中心

北京博飞教育中心 网址：http://www.pkuzyw.com4

联考历史系统训练七十九参考答案

1．D 2．B 3．B 4．C 5．D 6．A 7．D8．A 9．D 10．C 11．C 12．B 13．D 14。C 15．D
16、原因：人经济上：苏联二十世纪 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经济衰落，无法体现出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引起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中国自“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

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城乡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过渡，使人民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

B．理论上：苏联长期脱离实际，不顾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的形势仍继续坚持资本主义将在 20世
纪灭亡的论点；由于教条主义，自然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问题谈不上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更

谈不上对外开放和借鉴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把工作重心转

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真研究国情，借

鉴资本主义的长处，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问题。

C．思想建设上：苏联不能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有效的反渗透。中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时刻警惕和打击西方的和平演变。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三届四中全会又清算了自由化思想，拨正了社会主义航向。

启示：A。建设社会主义要依据各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切忌教条主义。B．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要加速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C．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17．(1)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2)经济全球化。(3)亚太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扩
大，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有了美好的前景。没有中国的参加，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18、发展变化：东欧局势动荡，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欧向着经济政治同盟的方向发展，形成一支
与美国和日本相互竞争的重要力量。

原因：东欧方面，各国共产党执政后，都照搬苏联模式，在经济上改革成效不大，发展缓慢；在政治

上严重破坏了民主法制，各国党和政府脱离群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是重要的外部

原因。西欧方面，凭借原有的经济技术，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提高

劳动生产率；采取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欧共体的成立，更加密切了欧洲

各国的联系，政局日趋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