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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联考历史系统训练十五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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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确定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其直接原因是
A.破除了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的迷信
B.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
C.中共领导人的调查研究
D.《论十大关系》的理论指导
2.为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奠定基础的历史事件是
A.民主革命的胜利 B.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C.三大改造完成 D.中共八大的决策
3.1958年，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指出：“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

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和思想的某些条件。”这段材料的思想根源是

A.对客观形势估计不准 B.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
C.“左”倾盲目主义 D.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4.1957年，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是
A.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提出批评意见
B.少数人对党和政府的攻击
C.党中央对客观形势估计不准
D.帝国主义掀起世界性反华浪潮
5.从 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可得出的教训是
A.经济建设要全面发展
B.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
C.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D.经济指导方针要符合客观规律
6.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主要是因为
A.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已进入困难时期
B.“大跃进”运动已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浪费
C.当时我国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
D.农民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情不高
7.所谓“大跃进”运动是指
A.将各类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
B.超额完成各种计划指标
C.制订并完成各种不切实际的目标
D.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8.一份报纸曾登载粮食亩产 12万斤，一颗大白菜 200斤，这是哪一年的报纸
A.1956年 B.1958年
C.1960年 D.1966年
9.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历史的最恰当的评价是
A.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B.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
C.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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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社会主义建设既遭受重大挫折，也取得巨大成就
10.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
A.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B.整顿党的作风和机关作风
C.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D.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
11.下列哪一事件说明中共开始违反了“八大”的指导思想
A.整风运动 B.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C.“大跃进”运动 D.人民公社化运动
12.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错误的最主要根源是
A.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
B.打击面过宽，严重扩大化
C.把右派的性质定为敌我矛盾
D.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13.下列各项中，属于主观愿望超越了客观经济条件可能性的是
A.“大跃进”运动 B.农村土改运动
C.反右派斗争 D.文化大革命
14.1960年，党对国民经济实行的方针是
A.调整、稳定、巩固、提高 B.调整、改革、充实、提高
C.充实、调整、巩固、提高 D.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5.对“七千人大会”的情况表述，正确的是
A.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B.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设方针
C.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D.为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全部平反
16.下列重要工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新建的是
A.宝成铁路 B.武汉长江大桥
C.兰新铁路 D.成昆铁路
17.我党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是
A.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B.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C.“反右倾”斗争 D.文化大革命
18.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其历史根源在于
A.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个人地位的空前提高
B.建国以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
C.毛泽东个人“左”倾错误发展的严重结果
D.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大量分散的小农经济
19.从所谓的“一月革命”开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
A.全面整顿时期 B.“全面夺权”时期
C.“批林批孔”时期 D.“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
20.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是
A.罗瑞卿 B.刘少奇
C.彭德怀 D.邓小平
21.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破产的历史事件是
A.“九一三事件” B.所谓的“二月逆流”
C.“四五运动” D.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22.1973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较前一年增长了 9.2％，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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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革”动乱还没有扩展到经济领域
B.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
C.周恩来提出批极左思潮，恢复调整了国民经济
D.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思想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23.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实质是
A.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B.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C.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D.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全党工作大局
24.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有诗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这里“豺狼”是指
A.林彪反革命集团 B.江青反革命集团
C.“左”倾错误路线 D.“文化大革命”运动
25.“四五运动”的实质
A.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
B.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C.拥护邓小平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
D.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6.“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是
A.“走资派”层出不穷
B.“二月逆流”的影响
C.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
D.后期出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27.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中共中央会议有
①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②八届二中全会 ③八届十一中全会 ④九届二中全会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①④
28.到 1967年、1968年，“文革”动乱扩展到经济领域，具体表现在
①经济工作机构瘫痪 ②政策、规章制度被废弛 ③交通运输堵塞 ④大批工人、干部离岗闹“革命”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
29.下列历史事件属于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是
①“二月逆流” ②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 ③“四五”运动 ④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思想

A.①② B.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30.下列关于“文革”期间部分年份工农业总产值变化的情况说明正确的是
①“文化大革命”初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②当“文革”走上正轨后，经济开始出现回升 ③

“文革”虽是政治动乱，但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④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经济迅速回升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小题，第 31题 10分，第 32、33题 15分，共 40分）
31.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政府对城市工矿企业进行了哪些调整和改造?其特点

如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又怎样在城市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32.《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指出，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1976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党

在两个问题上都一再发生失误。这两大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发展的?这些严重失误给我们哪些
主要的经验教训?

33.试述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的历史条件，并说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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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内容上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分析它们给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各带来了什么影响?谈谈你从中得到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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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考历史系统训练十五参考答案

一、1.【分析】 本题考查历史知识的理解能力，课本有段小字介绍有关背景，从中可得出直接结论。

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后，只是从整体上注意探索，整个探索活动还是需要总结中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答案】 B
2.【分析】 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去之后，剥削阶级从

整体上被消灭也就意味着这一斗争状态过去了，而这一“消灭”是三大改造的必然结果。

【答案】 C
3.【分析】 本题属于材料选择题，关键是抓住其中的有效信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

结论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其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

析国情。

【答案】 D
4.【分析】 此题考查的是“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原因，不是“扩大化”的原因。反右派斗

争在当时是必要的，必要性就在于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攻击中共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客观情况使

中共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

【答案】 B
5.D
6.【分析】 要从人民公社化的性质上考虑问题。兴办人民公社就是扩大公有制的范围，这属于改革

生产关系的范畴。在改革生产关系上盲目很明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不符。

【答案】 C
7.【分析】 本题属于考查理解能力的程度型选择题。“跃进”就在于扩大数量，A项与之不符，这

些数量指标不仅是已经制订的，很多是临时提出的，B项亦不符题意，前述的各种指标涉及社会生活的许
多方面，大炼钢铁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D项也应排除。

【答案】 C
8.B 9.D 10.C 11.B 12.A 13.A 14.D 15.C 16.C 17.D 18.D 19.B 20.B 21.A 22.C

23.B 24.B 25.C 26.C 27.C 28.A 29.D 30.C
二、31.（1）建国初的调整改造：①没收官僚资本和国民政府财产，接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建立国

营经济。②合理调整工商业，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恢复发展；工矿企业进行生产和民主改

革。③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分）（2）特点：①根据中国国情对不同所有制
经济分别采取没收、调整改造和合作化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②形成了单一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

经济体制。③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工矿企业中的领导地位。④后期在改造过程中存在过急、过粗，超越生产

力水平的倾向。（3分）（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①改单一所有制为以公有制为主多
种经济并存；②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

改产品经济为市场商品经济；④改平均主义分配为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4分）
32.两大问题：①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2分)相

互影响：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从理论上修改“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成为以后党在
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②在反右的影响下，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思想抬头，浮夸风和

“共产风”等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③“反右倾”斗争使“左”

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④“左”倾错误的发展导致“文革”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

临崩溃。(10分)
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国情国力，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分)
33.(1)历史条件：1953年总路线的条件是：人民政府已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完成，

即将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抗美援朝胜局已定，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民主革命遗留问题

已基本解决，人民政权巩固。1958年总路线的条件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
我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新阶段；中共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结合本国建设经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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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道路；周边国际环境缓和，加上“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使经济建设的“左”倾思想滋长，忽视

了客观规律，背离了党的“八大”正确方针。（5分）(2)侧重点不同：过渡时期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侧
重于工业化这个主体，逐步实现三大改造作为两翼，力求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侧重于多快好省的“快”字，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反对保守，大炼钢铁，以粮为纲。（3分）
(3)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工业建设；同时完成了三大改造，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工作过粗过急也遗留下一些问题；1958年总路线提出后，党片面追求经济建设高速
度，工业以钢为纲，农业方面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面临

建国后最严重的困难。（4分）(4)启示：经济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