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科技史 

第 1关 “百家争鸣” 

1．（2020·山东高考·1）战国时期，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韩非子认为“义者，
君臣上下之事”。他们所说“义”的实质是 
A．中央集权政治的准则  B．衡量道德修养的标准 C．统治阶层的行为规范    D．维
护等级秩序的工具 

2．（2020·江苏高考·2）墨子提出治理天下应当像大禹那样“使劳者得息，乱者得治”，
认为察“圣王之事”得“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由此可知，墨家学派能够兴起的
主要原因在于 
A．恢复前代礼乐制度   B．代表下层平民利益 C．强调社会等级和谐   D．适应兼并
战争需要 

3.（2019·海南·1）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表明孔子 
A．主张严格社会等级     B．重视社会道德构建 C．认同社会贫富分化     D．反对百
姓追求富裕 

4．（2018·北京·12）“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把斧头的形象，象征军事首领的征伐权力。
战国时期，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的观点 
A．与甲骨文“王”字的本义一致       B．是“无为而治”的理论依据 
C．体现出儒家强调教化的政治理念     D．奠定了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 

5．（2018·新课标全国Ⅰ卷·24）《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
对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这反映出，
《墨子》 

    A．汇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B．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C．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D．体现了贵族阶层的旨趣 
6．（2018.4·浙江·2）先秦有思想家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

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这体现了 
A．民贵君轻的主张   B．讲求实际功利的精神 C．克己复礼的思想    D．追求精神自

由的倾向 
7.（2017·江苏·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由己”。朱熹对“克己”作如下解释：“克”

意为“胜”，“己”指的是“身之私欲”。这种解释 
A．将人性置于天理之上  B．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 C．完全曲解孔子的本意  D．与孔
子本意不完全一致 

8.（2016·海南单科·4）孟子发扬孔子开创的儒学，主张涵养“浩然之气”，倡导“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后世影响极大。孟子这些言论所强调的是 
A．努力完善个人品德 B．坚持个人独特性格 C．勇于突破礼制束缚   D．敢于反抗专制
暴政 

9.（2015·山东文综·13）《尚书·酒诰》云：“人无于水监（照镜子），当于民监。”这句话
体现的思想是 
A．兼爱尚贤      B．主权在民       C．以民为本         D．道法自然 

10．（2015·安徽文综·12）据《史记》载：一日，魏太子下车，向一位新贵——宫廷文士
田子方致意，竟未得到回礼。太子问：“究竟富贵者还是贫贱者应当骄傲？”田子方答：
“贫贱者。”并解释，他随时都能在别国宫廷被派上用场。这反映了 
A．士人为诸侯国所重用 B．士人轻视功名利禄 C．诸侯国内部等级森严 D．忠君思想已
经形成 

11．（2015·四川文综·1）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下列选项最能反映这一倾
向的是 
A．克已复礼       B．礼法兼用        C．民贵君轻        D．选贤举能 

12．（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4）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
“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这表明了儒者 
A．不能适应现实政治 B．反对进行社会变革 C．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D．以复古为政治目
标 

13．（2015·海南单科·1）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
之处是 



A．重农抑商       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      D．重视道德与人伦 
14．（2014·山东文综·13）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学生来自士农工商各阶层。这一做
法 
A．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特权 B瓦解了宗法分封制度 C动摇了周王室的统治基础 D适应了

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 
15．（2014·海南单科·1）有先秦思想家认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

其力”。据此可知这位思想家强调 
A．君主无为而治 B．强化血缘等级 C．推行礼乐仁政 D．实行严刑峻法 

16．（2012·山东文综·9）有学者评论战国时期某学派说：“他们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
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
人。”这一学派是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17．（2012·海南单科·2）儒家经典强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段话体现的是 
A．民本思想        B．仁政思想        C．礼法并重        D．礼治为先 

18.（2011·广东文综·12）“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
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19．（2011·福建文综·16）《唐律疏议》记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

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表明 
A．德礼是刑罚的本体 B．刑罚是德礼的体现 C．德礼相较于刑罚无足轻重 D．德礼和刑罚对
政教皆不可缺 
20．（2011·安徽文综·12）安徽境内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众多。下图中体现儒家伦理

思想的是 

 
                 ①            ②             ③           ④ 
A．①④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21．（2011·上海单科·8）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
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 
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22．（2010·山东文综·9）“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
身。”这一主张属于 
A．儒家“仁爱”思想 B．墨家“兼爱”思想 C．儒家“礼治”思想 D．墨家“非攻”思
想 

23.（2010·海南·1）“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这一观点出自先秦 
A．儒家      B．法家        C．墨家       D．道家 

24.（2009·海南·1）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与法家共通的 
A．天行有常   B．人性本恶       C．礼法并用   D．民水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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