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仪征中学 2019——2020学年度上学期高一历史月考 

范围：必修一专题一+必修二专题一 1,2      2019.10 

命题人：胡家珍            审稿人：周万平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合计 3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请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 

1．策命，又称“锡(即赐)命”或“册命”，表示周王与万邦的联系。策命礼在太庙进行，

由周王向诸侯授予载有王命的文书(即策、册)，文书记载了对受命者的封赠、任命。依据

“策命”，地方诸侯 

A．由周王直接任免，并且不得世袭   B．绝对服从与拥护周王的专制统治 

C．必须按期向周王提供贡赋与军役   D．不享有对封国内土地的使用权 

2．有学者把周王朝实行的某种制度称为“亲属等差递减制度”，并认为这一制度虽然不能

断绝但至少成功地阻止或避免更多的明谋、流血和战争，它的力量影响中国社会达三千年

之久。其评价的是 

A．禅让制       B．嫡长子继承制        C．分封制        D．皇帝制 

3. 西周分封制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其影响至今。下列有关省、自治区的汽车

号牌中，其简称与西周分封制有渊源的是 

A. 晋 08888      B. 豫 BL9276       C. 湘 D999      D. 新 A－DF153  

4. 周朝揖让之礼分为三种：没有婚姻关系的异姓，行礼时推手微向下；有婚姻关系的异

姓，行礼时推手平面致于前；同姓宾客，行礼时推手微向上。与此礼仪密切联系的制度是 

A.分封制         B.禅让制        C.宗法制         D.郡县制 

5.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在描述奴隶社会时说：“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

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请他分享晚餐，

却发现他在外射鸟。”此材料表明 

A．君主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B．君主和臣民民主协商国事 

C．君主专制下的腐败现象              D．君主与贵族矛盾尖锐 

6. 如下图，中国封建时代建造了很多规模宏大的工程，创造了诸多奇迹。封建时代我国

能够集中力量完成这些工程主要是基于  

 
A．中央集权的保证   B.人民群众的奉献    C.科学技术的先进   D.手工业的发达  

7．假如有一名秦朝的政府高官，他每天工作特别繁忙，除了将大臣的奏章归纳整理外，

还得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暗访、调查。那么，这名政府高官应是 

A．丞相        B．御史大夫         C．太尉         D．郡守 



8.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说秦始皇称帝是“一场革命”，“始皇帝”为“新制度的第

一人”。“新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 

A．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B．官员直接由皇帝任免 

C．皇权至高无上                  D．书同文，人同伦 

9.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辖番禺、

四会、龙川、博罗 4 县，郡所设在番禺(今广州)。任嚣任郡尉（因南海郡属下县少，是小

郡，故称尉不称守），是为广州建置之始。有关任嚣的说法错误的是 

A.他的职位由中央任命，不可以世袭       B.他事实上是南海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C.他无权任免辖区内的四个县令           D.他像以前的诸侯一样拥有封地 

10．“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供职，下足以供养祭祀，

以蕃辅京师。而今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邻„„”材料反映的是 

A．西周的分封制                B．西汉的郡国并行制 

C．唐朝的藩镇                  D．元代的行省制 

11．下图是秦朝与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制示意图，比较两图最能说明的是 

 

A．唐代中央官吏日渐增多           B．唐代以分散相权而保障君权 

C．唐代尚书省权力最大         D．太尉与御史大夫的权力分别下放到兵部与吏部 

12．东汉时期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

将怯如鸡„„直发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材料反映了 

A．察举制的弊端  B．科举制兴起的背景  C．门第成为选才标准  D．世官制的沿革 

13. 钱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说：“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

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

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这一制度是 

A．世官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14. 有学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

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科举制度“具有永久的

生命力”的理念是 

A．公平竞争         B．以文治国        C．分科考试        D．学而优则仕 

15. 有学者认为，唐代前期中央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地方诸道州府，行政上皆承受于尚书省。

“有事皆申尚书省取裁闻奏，不能径奏君相；诏令制敕亦必先下尚书省详定，然后下百司。”

由此可见，尚书省 

A．剥夺中书与门下省的权力            B．拥有起草诏令制敕的职权 

      C．阻隔皇帝与各州府的联系            D．成为全国行政运行的枢纽 

16．下图反映的中国古代中央机构示意图，最有可能出现在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宋朝 

17． 明朝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

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明宣宗时期，大改严禁太监读书识字的

规矩，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从中能够得出 

A．明朝政务混乱，无权力界限          B．内阁与宦官共同把持明朝朝政 

C．君主欲不断加强专制皇权            D．内阁的设置在明朝形同虚设 

18. 中国古代某位皇帝下诏书说:“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

置之重典(重刑)。” 材料中的皇帝是哪个朝代的 

A．秦朝         B．汉朝        C．明朝         D．清朝 

19. 清代一位军机大臣用一首诗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

画成依样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该诗说明了 

A.军机处的设置提高办事效率          B.军机大臣掌握处理军国大事的实权 

 C.军机大臣在皇帝心中没有任何地位  D.军机大臣秉承皇帝的旨意来拟发谕旨 

20．史学家翦伯赞说：“中国古代独裁政治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连自己御用的中央政府，

也是不要的。他要求把政权引渡到自己的卧榻之侧，所以尚书台权力提高，中央政府的权

力就要减低，总理国家庶政的三公便变成‘坐而论道’的闲员了。”这种现象反映了 

A．中枢权力体系完备              B．地方的自主性遭到了削弱 

C．君主集权渐趋强化              D．宰相逐渐退出权力的重心 

21. 据青铜器铭文，西周中后期，裘卫因经营手工业获得财富和地位，一位名叫矩的贵族

用 13块耕地，从裘卫那里换取了在王室仪式上穿戴的盛服和玉饰。这一记载反映了 

A．井田制度松动   B．世袭制度解体   C．抑商政策弱化   D．礼乐制度崩坏 

22．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说文》中说：“耕，犁

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谓从井，会意。(注：人耕曰耕，牛耕曰犁。)”对材料

理解不正确的是 

A．古代先民早期使用的松土工具是耒耜   B．牛耕在春秋时期成为主要耕作方式 

C．早期“耕”的动力是人              D．耜耕不能代表奴隶社会最高的生产水平 

23. 王安石在《山田久欲坼》诗中描述：“山田久欲坼，秋至尚求雨，妇女喜秋凉，踏车

多笑语，龙骨已哑哑，田家真作苦。”诗中所描述的工具为 



 
A．戽斗            B．筒车            C．翻车         D．风力水车 

24．唐诗《田家》中写道“倚床看妇织，登垅课儿锄。”这反映了 

A．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达       B．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C．家庭手工业规模扩大       D．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25. “天子亲耕”缘于《周礼》，明朝在北京永定门内天坛之西建先农坛，作为皇帝祭祀

农神和参与耕作的礼仪场所。清朝从顺治帝开始，直至清末，各代皇帝奉礼

如常，这反映出清朝 

A．与明朝在制度上一脉相承        B．刻意笼络反清政治势力 

C．满洲贵族迅速成为农耕者        D．承袭了农耕文明的传统 

26.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右图所示人物主持的水利工程闻名于世，历苍黄风

雨，惠泽中华民族两千余载，堪称世界水利工程的典范。这一水利工程是 

A．灵渠       B．都江堰       C．郑国渠        D．白渠 

 

27．西汉贡禹书称：“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矩万„„三工官宫费五千万，  

东西织室亦然。”材料反映汉代官营手工业  

A. 产品精美，面向市场               B. 高效运行，管理严格 

C. 分工细致，技艺精湛               D.规模庞大，不计成本 

28.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器绝大多数是青铜兵器，约达 4 万余件。铁兵器数量极少。总

共只有铁矛 1件。铁镞 1件。铁铤铜镞 2件。材料说明当时 

A. 冶铁水平制约大规模武器生产          B. 秦国尚未掌握生铁铸造技术 

C. 青铜兵器导致秦军战斗力下降          D. 青铜器成为秦人随葬必备品 

29. 我国古代某瓷器“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晩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后周世

宗也曾赋诗赞美其“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他们赞美的是 

A.商朝瓷器      B.定窑白瓷        C.越窑青瓷         D.明清珐琅彩 

30．下图是元代王祯所著《农书》中的水力鼓风冶铁工具，该工具最早发明使用于 

 

A．西汉          B．东汉                  C．北宋           D．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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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分，合计 20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1、阅读下列材料（10分）： 

材料一 周人以西方的一个小国代商而有天下，苦于兵力单薄，不足以统治东方各族

人民，于是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东方，以为周室的“藩屏”。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材料二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

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

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

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

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汉书》 

材料四 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

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

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

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地理志》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西周实行分封制度的原因是什么? (2分) 

（2）材料二中秦朝实行了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制度在当时的主要作用。 

（3分） 

（3）根据材料三指出汉初又分封王侯的原因及影响。（2分）               （2分） 

（4）根据材料四概括元朝疆域状况的特点。为此统治者实行了怎样的地方管理制度？ 

（5）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特征。（1分） 

答案 

（1）西周疆域广大，兵力单薄（或不足以统治东方各族）(2分)。 

（2）郡县制。（1分）作用：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巩固了

统一（2分）。 

（3）原因：惩戒秦孤立之败（或吸取秦亡的教训）（1 分）。影响：地方割据、叛乱，影

响中央集权（1 分）。 

（4）特点：疆域辽阔（1分）；制度：行省制度（1分）。 

（5）特征：不断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或中央对地方控制不断加强）（1分） 

 

32、阅读下列材料（10分）：  

材料一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

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

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



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

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

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

能正之，朕何忧也！” 

——引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

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

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洪武实录》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4分） 

（2）材料二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指出，唐

初君主的权力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3分） 

（3）根据材料三，明太祖废丞相的理由是什么？（2分） 

（4）唐代和明代丞相制度的变革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何种趋势？（1分） 

答案： 

（1）变化：一相制变为多相制（答“首长制到委员制”亦可）（2 分） 

作用：三省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牵制，提高了行政效率；既避免了权臣专权，又加强了皇

权。（2 分） 

（2）冲突：皇权与法权（1 分）；制约：相权和法权。（2 分） 

（3）理由：秦朝设丞相短期而亡；设丞相容易导致权臣专权（2 分） 

（4）君权不断加强。（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