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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考历史系统训练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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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时期我国所面临的不利国际环境的错误叙述是 ( )
A．苏共“二十”大造成思想混乱
B．帝国主义掀起世界反社会主义浪潮
C．美国扩大侵越战争
D．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形成对峙
2．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始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献是 ( )
A．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B．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C. 《论十大关系》
D.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重点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 )
A．城乡关系 B．经济关系
C．阶级关系 D．民族关系
4．中共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 )
A．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
B、人民政权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
C．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D．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5．中共“八大"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 ( )
A．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B．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C．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D．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为了 ( )
A. 开展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
B．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
C. 团结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D．巩固发展三大改造的成果
从 1957年起，中共在探索活动中犯了一系列的“左”倾错误。请回答 7-15题：
7．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根源是 ( )
A．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B．错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
C．党中央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D．党对当时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
8．对反右振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叙述不恰当的是 ( )
A．逐步导致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B．后来导致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C. 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根源即在于此
D．它直接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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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乙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违背了 ( )
A、“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B．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C．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D．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主要教训是 ( )
A.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B．经济建设一定要高速发展
C．社会主义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
D．经济指导方针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11．大跃进时期，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观点的错误突出表现在 ( )
A. 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B．盲目求大求快，忽视了人的作用
C．过分强调了客观、忽视了主观
D．过分强调了“量”而忽视了“质”
12．庐山会议原来是为了反“左”，但在后来转化为反右倾斗争，其根本原因是 ( )
A. 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左”倾的严重性
B．毛泽东对彭德怀尖锐批评难以忍受
C．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D．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
13．下列事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是 ( )
A. 整风运动与“反右倾”斗争
B．三大改造与右派向党进攻
C．反右派斗争与三年经济困难
D．三大改造与经济比例失调
14．造成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多种因素中，主要的是 ( )
A. 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
B．国际反共势力的破坏
C．“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后果
D．苏联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15．下列史实严重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是 ( )
A．整风运动 B．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C．人民公社化运动 D、大跃进运动
16．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人民公杜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

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井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

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 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决议》
材料二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杜。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就基本

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

来的，乙百户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敢是将几

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

杜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户主义因
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
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杜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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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兵。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

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蛤农业生产带来灾难的后果。

——摘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请回答：

(1)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概括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及其危害。
(2)简要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教训。
17．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1975年 3月 5日)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

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采。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

(1975年 8月 18月)我对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几点意见。
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

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

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

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

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积极性?
(1975年 9月 26日)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田家建设的后腿。……我们有

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1975年 9月 27日)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
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1984年 10月 10日)拨乱反正在 1975年就
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次扰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摘自《邓小平文选》

材料二 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工业增长 15．1％，农业增长 4．6％。
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摘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根据以上材料，评述 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
要求：内容应包括全面整顿的背景、目的、措施和意义。评述应成文，无须罗列材料，限 180字以内。
18．试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的历史条件、内容侧重、影响有何不同?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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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考历史系统训练六十四参考答案

1．B 2．A 3．D 4．D 5．A 6．D 7．D 8．A 9。B 10．C 11．B 12．A 13．A 14．C15．A
16、(1)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状况。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国民政府和四大家族
的搜括和战争的破坏。

(2)说明经过三年努力，到 1952年底国家财经状况取得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
生产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原因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没收官僚资本，

稳定物价等。

(3)说明到 1957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
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17、(1)材料一反映了农村重新出现土地买卖，租佃、高利贷盘剥现象。材料二反映了农业生产遇到了很大
的困难和阻碍。从材料一看，如果让这一现象发展下去，就会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穷破产，封建

土地剥削制度就会在农村复辟。从材料二看，个体分散的经营方式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

只有实现互助合作，农业才能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农业互助合作十分必要和迫切。

(2)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说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过快，与当时农村生产力状况尤其是农民思想状况不完全适应。
(4)是合作化的速度。邓子恢是正确的。论据是：材料四表明过快的合怍化速度引起了部分农民的不满，给
生产力造成一定的破坏。

(5)特定程度的合作化必须和特定程度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合作化的速度过快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合作
化的速度必须放慢，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合作化的程度也会提高。

18．(1)性质、地位：①封建自然经济。封建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在近代是清政府、化洋
军阀政权的经济基础，是中国社会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和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源。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在中国出现的经济形式，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加

强，是造成我国人民苦难、阻碍中国发展的

主要因素。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深受外国资本主义

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同时也对他们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它是一种革命的和进步的经济成分，即

它瓦解了自然经济，又对外国经济侵略起抵制作用，对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作用也日益增长。

④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通常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它

依附于帝国主义。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是压在中国人民

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⑤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革命型的经济，但它并不是一种完整的

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或解放区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代表着民主革命各阶层的经济利益。

(2)几种经济不甘落后的相互关系。①自然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阻碍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

的发展都在瓦解着自然经济。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勾结、相互依赖、相互矛盾。

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1927年后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
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依赖性。④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含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发展受到中外反动

经济的严重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