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练 09 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演进

一、选择题

1．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多西方人感叹这一次经济危机从根本上仍未超

出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科学分析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

①指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②指出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是人性的贪婪

③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

④揭示造成相对过剩的制度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③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经济危机。①：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

危机，生产过剩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

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①正确。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科学分析并不是从人

性的贪婪分析的，而是从制度屄面去揭示经济危机的原因的，②排除。③：材料为揭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是否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而且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从

根木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③排除。④：经济危机难以治愈，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

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④正确。故本题选 B。

2．以下对原始社会的正确认识有

①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最低阶段

②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又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③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是理想的“黄金时代”

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A

【解析】①②：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最低阶段。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使人们

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关系中结成平等互助的关系，平等分配劳动产品，①②符合

题意。③：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分配劳动产品，但生产力低下，末期出现了私有制，不



是理想的“黄金时代”，③错误。④：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④错误。故本题选 A。

3．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代替封建制度的标志是

A．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

B．用机器制造机器，工业革命的完成

C．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

D．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答案】B

【解析】B：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代替封建制度的标志是用机器制造机器，工业革命的完成。B符合题意。

A：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使资产阶级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资本主义制度也得以实施，

但封建制度最终被代替的标志应是代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的被革命。A不符合题意。C：没有私有制就没有

商品交换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是最终代替

封建制度的标志。C不符合题意。D：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还没有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代替

封建制度也无从谈起。D不符合题意。故本题选 B。

4．“通过封建契约和分封仪式，如臣服礼、授职礼，领主和附庸形成依附关系。”材料体现的制度是

A．奴隶主制度 B．封建等级制度

C．资本主义制度 D．社会主义制度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封建制的等级制度。B：封建契约和分封仪式，是典型的封建制社会现象，臣服礼、

授职礼，领主和附庸形成依附关系，反映的是人们的等级关系，因此材料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B符合题

意。ACD：三项均不符合题意，ACD排除。故本题选 B。

5．以下正确表述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特点的选项有

A．地主阶级占有全部的土地

B．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地主阶级

C．地主阶级通过地租、变相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占有农民的全部劳动成果

D．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

【答案】B

【解析】B：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地主阶级，属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特点。B符合题意。

A：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不是占有全部的土地。A说法有误。C：地主阶级通过地租、变相地租、

高利贷等方式，占有农民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而不是全部劳动成果。C说法有误。D：本选项的内容是不是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特点，D不符合题意。故本题选 B。



6．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是

A．生产相对过剩 B．工人失业

C．经济萧条 D．物价上涨

【答案】A

【解析】A：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是生产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

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A符合题意。BCD：工人失业、

经济萧条、物价上涨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BCD与题意不符。故本题选 A。

7．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是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这里“看

不见的线”是指

A．资本主义私有制 B．契约自由的形式

C．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 D．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隐蔽性。A：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佣工人的所有者是资本家。

而雇佣工人之所以系在资本家的手里，根子就在于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即

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看不见的线”是指资本主义私有制，A正确。BCD：三项均不符合题意，BCD排

除。故本题选 A。

8．下列事件按因果排序正确的是

①私有制产生 ②剥削产生

③生产力发展 ④阶级出现

⑤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⑥个体劳动盛行

A．③⑥①②④⑤ B．③①⑥②④⑤

C．⑥③①②④⑤ D．③①②⑥④⑤

【答案】A

【解析】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个体劳动的盛行，造成私有制的产生，剥削进一步产生，出现了阶级，

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奴隶主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建立了军队、法庭、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关，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奴隶制国家便产生了。故正确的

顺序是③⑥①②④⑤。故本题选 A。

9．封建时代的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着“金字塔”状的等级制度。等级，依据占有领地的多少而定。国王

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处于封建等级最底层的是



A．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阶级

B．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

C．骑士

D．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答案】D

【解析】D：处于封建等级最底层的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D符合题意。A：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

阶级是奴隶社会最低层，A错误。B：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低层，B错误。C：骑

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骑士不

是处于封建等级的最底层，C错误。故本题选 D。

10．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

A．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过程

B．资产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

C．资本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以积累资本

D．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倒退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资本主义的剥削。D：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君主专

制和等级制度，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取向，相比封建制度，是人类历史的进步，D错误但符合

题意。ABC：三项都是理解正确的，但都与题意不符，ABC排除。故本题选 D。

二、非选择题

11．材料一：《红楼梦》中贾家长女贾元春回娘家省亲，父亲跪在了身为皇妃的女儿面前聆听训诚；历

代皇帝一旦登基，一切法律都根据他的意志去制定，重要官员都要由他来任命。

材料二：据清代文学作品和史书的描述，地主郝氏，一次待客就用去白银 10万两；道光皇帝的“御膳

房”，有金银器亚 3000多件，仅皇帝一顿饭的花费，就相当于 5000个农民一天的生活费用。而封建社会

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晚唐时有人曾诉说老百姓有“八苦”：一苦官吏苛刻；二苦高利贷重；三苦赋税繁多；



四苦事事摊钱；五苦当差服役；六苦无处申冤；七苦冻无衣、饥无食；八苦病不得医、死不得葬。

（1）材料一反映了我国封建国家的什么特征？

（2）造成材料二中地主和农民生活的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案】（1）①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

②利用封建迷信、传播封建道德、鼓吹“君权神授”等，钳制劳动人民的思想。

（2）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正是凭借对土地的占有，使农民不得

不依赖于地主，屈从于地主阶级的奴役。

【解析】本题以《红楼梦》、清代文学作品和史书描述的事例为背景材料，考查我国封建国家的特征、

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角度设置问题，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考查考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1）本题要求回答材料一反映了我国封建国家的

什么特征。从材料可以看出，父亲必须给身为皇妃的女儿跪拜聆听训诚；历代皇帝一旦登基，一切法律都

根据他的意志去制定，重要官员都要由他来任命。由此可从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利用封建迷

信、传播封建道德、鼓吹“君权神授”钳制劳动人民的思想等方面，概括我国封建国家的基本特征。

（2）本题要求说明造成材料二中地主和农民生活的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从材料可以看出，老百姓的

“八苦”，其根源都是地主阶级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只有海量的土地，不得不依附于地主阶级。即封建土地

所有制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基础，也是地主和农民生活的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

1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将美国经济整体拖入衰退轨道，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房价暴跌和股市腰斩也让家庭财

富大幅缩水。在危机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

连续几年扩大支出以提振经济，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也随之水涨船高。



高盛集团指出，美国的财政前景“不容乐观”，并且将在下一轮衰退中给美国的经济稳定带来威胁。该行

认为，美国的借贷和偿付能力不会面临风险，但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在债务可持续性成为重大问题前很早

就会引发严重冲击。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美国下一轮衰退不可避免的理论依据。

【答案】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为应对金融危

机，美国债务水平不断上升，这为美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稳定带来威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

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但这些措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

及其剥削关系。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现，是资本主义

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决定着资本主义

的命运。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资本主

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就越不可避免，美国的下一轮衰退同样不可避免。

【解析】本题以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连续几年扩大支出以提振经济，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也随之水

涨船高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本题属于依据类主观分析试题，解答本



题需要考生首先要审读主干材料，依据主干材料抽取主体信息和主旨信息；其次是审读设问，通过设问明

确指示的指向范围或者主体指向，第三，结合材料的表述运用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总结即可。根据材

料的表述，一方面，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的角

度，分析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

但这些措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

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的角度，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就越不可

避免，美国的下一轮衰退同样不可避免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