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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0—2021 学年度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历史试题 
                                               

                                         命题人： 杨丽娟      审核人：秦洪虹    2020．11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40 题，每题 2 分，共计 8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的主要证据，下列一组图片是黄河流域某遗址发掘出的文物，通过这些文物，

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 

 

 

 

 

 

 

①过着群居生活                              ②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③与北京人时间相近                          ④有了原始农业和手工业 

A．①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②④ 

2．互为补充，并有效地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和财产分配方面的冲突和矛盾的两大制度是 

A．禅让制和分封制                       B．分封制和郡县制 

C．分封制和宗法制                       D．禅让制和宗法制 

3．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类型为主的遗址，确切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之间，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和气势恢宏的宫殿，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

会贫富分化悬殊，形成了特权阶层。据此可知，当时 

A．已具备国家的初始形态                   B．开始产生贫富差别 

C．进入奴隶社会鼎盛时期                   D．已进入传统农耕社会 

4．“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是 

A．生产力的发展                          B．争霸战争频繁         

C．思想文化繁荣                          D．社会动荡变革 

5．“秦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秦国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商鞅变法 

A．推行县制坚决彻底                     B．奖励军功力度巨大    

C．奖励耕织百姓受惠                     D．编制户口防止逃亡 

6．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尊礼，主张“为国以礼”；道家“非礼”，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法家否定礼治，提倡法治。这反映出诸子百家关注的共同点是 

A．人与自然的关系                     B．社会现实           

C．社会经济的发展                        D．人的生命 

7．秦朝完成统一的时间大致位于下面年代标尺中的位置是 

 

A．A                                B．B                              C．C                                 D．D 

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下列古代

官职中，较早体现“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是 

A．西周卿大夫          B．秦朝御史大夫        C．明朝宦官           D．宋代参知政事 

公元前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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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史“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

对这两大“政治”，下列理解正确的是 

A．都是地方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                 B．前者是贵族政治，后者是官僚政治 

C．都以血缘为纽带，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D．都顺应了历史潮流，维护了封建统治 

10．有学者指出，秦朝以武力统一天下，却没有使原本属于各国的百姓感受到新政权带来的温暖，这成

为秦朝短命而亡的“基因缺陷”。秦朝的“基因缺陷”指的是 

A．实行皇位世袭制度                             B．不合理的治理方式    

C．以郡县制控制地方                             D．强力推行重农抑商 

11．《三国志》记载：“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术„„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材料反映的选官制度是 

A．世卿世禄制                                  B．九品中正制       

C．察举制                                      D．科举制 

12．中央政府对于西域地区的管辖最早开始于下列哪一机构 

A. 宣政院                                       B. 奴儿干都司          

C. 西域都护府                                   D. 北庭都元帅府 

13．《史记》为我们了解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下

列史实不能在《史记》中查到的是 

A．刘秀建汉                                    B．武王伐纣          

C．陈胜吴广起义                                D．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14．三国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下列史实不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是 

A．刘备称帝                                     B．曹丕称帝 

C．司马睿称帝                                   D．孙权称王 

15．东晋时期，民间流行着“王与马，共天下”的俗语，即司马皇族与世家大族（尤其是琅琊王氏为代

表）建立起的政治联盟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关系，“共”天下是这一时期的主流，“争”天下只是个别

的特殊现象，且为整个门阀集团所不容。强大的门阀势力，成为支撑这个政权的重要柱石。这表明

当时 

A．门阀政治削弱了中央集权                      B．皇权与族权实现了相互制衡 

C．选官制度影响着政治的发展                    D．门阀政治的建立具有合理性 

16．地图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学习历史的必备工具。下图反映的社会状况出现于 

 

A．西汉                  B．西晋               C．唐朝               D．北宋 

17．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内迁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国，它们都采取了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学习

汉族的典章制度。这有利于促进 

A．人口增长                                       B．疆域扩大            

C．民族交融                                       D．互相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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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观察下图，这一对峙局面结束于 

 

A．秦朝                                     B．北周                

C．北齐                                    D．隋朝 

19．魏晋南北朝时期，生羊脍、胡饼、奶酪进入北方汉族人的食谱，原产地为北方的粟、小麦、葫芦也

在南方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A．国家统一                                         B．南方经济发展           

C．人口迁徙                                         D．生产技术进步 

20．唐太宗曾说：“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朕）但思正人匡谏，欲令

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以下唐太宗实践这一言论的措施是 

A．轻徭薄赋                                   B．虚怀纳谏            

C．劝课农桑                                   D．戒奢从简 

21．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但后来却

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这表明九品中正

制 

A．创立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B．演变为维护士族特权的工具 

C．选官标准始终家世才能并重                   D．是地方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 

22．“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抒发了白居易一举登第后的豪迈之情。这受益 

A．世卿世禄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23．“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掌握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

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下列关于材料所述政治制度说法正确的是 

A．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B．分散了相权 

C．皇权受到空前削弱                           D．门下省负责执行  

24．780 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规定：每户按人丁和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

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下列对两税法的认识，正确的

是 

①简化了税收名目                  ②是在井田制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实行的  

③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④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25．有学者认为：“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中，治

理天下与君臣关系的处理，尤以相权的调整为要。下列选项中属于相权调整的举措是 

A．推行郡国并行制                            B．建立世官制        

C．增设“参知政事”                            D．实行察举制 

26．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安史之乱以前，唐诗以豪放、浪漫色彩引人注目，那么安史之乱以后，则已代

之以沉郁悲壮的情调了。对这一评论理解正确的是 

A．社会变迁影响唐诗创作                        B．盛唐气象推动唐诗演变 

   C．唐诗全景再现社会真实                        D．安史之乱导致唐诗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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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历法天文计算精，圆周小数点分明。千年国外方求出，

月后环山宇宙名。”这首诗称赞的是 

A．诸葛亮                                  B．贾思勰             

C．祖冲之                                  D．郦道元 

28．《朱子语类》记述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

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作者认为北宋制度设计 

A．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B．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 

C．根本上杜绝割据存在的隐患               

D．导致地方贫弱无力对抗边患 

29．下图①、②、③、④分别代表某个政权的名称。与南宋政权订立绍兴和议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30．北宋为应对边疆战事，供养了大批招募的军队，但多而不精，战斗力弱，为此王安石变法实行了 

A．专职从事军事的募兵制                     B．工匠源于民间的雇募制 

C．“兵农合一”的征兵制                      D．自愿加入的志愿兵役制 

31．宋朝的余靖在《武溪集》中记载：“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

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材料反

映的制度是 

A．猛安谋克制                               B．“四等人制”     

C．元朝中书省                               D．南北面官制 

32．据《岛夷志略》记载：“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

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文中省略的是 

A．台湾岛                                   B．香港岛               

C．明州港                                   D．广州城 

33．宋高宗指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元世祖也认为：“有市舶司的勾当（事

情），是国家大得济（得利）的勾当。”下列符合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状况的有 

①外贸税收成为宋元国库的重要财源     ②青花瓷等远销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 

③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活动     ④辽宋夏金时期设榷场进行互市贸易 

A．②④                B．①③               C．③④             D．①②  

34．宋以后，福建北部种棉者渐多，开始种植由海外引进的占城稻以及由西北引进的西瓜，在洞庭湖等

地区还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这表明 

A．宋代的棉花种植在南方已经普及               B．宋代经济作物成为种植主体 

C．商品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种植结构               D．宋朝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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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下图中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铁器牛耕出现                            B．隋唐大运河的开凿       

C．南方经济发展                             D．君主专制不断加强 

36．理学注重人的品德修养。某日，周敦颐问“二程”，我让你们寻找孔（丘）颜（回）乐处，他们因何

而乐？此事应发生在 

A．西汉                                      B．北宋                

C．元朝                                      D．明朝 

37．下表为不同文献对某一事物的历史叙述。据此能够被认定的事实是 

记述 出处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  

“风雨其晦时，惟凭针盘(罗盘)而行„„毫厘不敢差误，盖

一舟人命所系也。”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A．指南针在航海中普及较快                     B．指南针最早出现于宋代 

C．宋代中国航海业高度发达                     D．宋代指南针应用于海航 

38．下图所示政治现象出现于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39．“海者，闽人之田”“潮漳以番舶为利”。宋朝以来，出海贸易被视为沿海居民衣食之源。明朝倭寇成

患，甚至中国沿海平民一度成为倭寇的主体。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A．外贸无利可图                              B．实行朝贡贸易的弊端       

C．倭寇日益猖獗                               D．“海禁”政策的恶果 

40．明朝前期，在北方设立九边重镇防范蒙古，但蒙古军队多次南下掳掠，甚至俘虏皇帝，威逼北京。

明朝后期，明王朝与蒙古达成协议，恢复通贡，边镇开设互市，听边民自行贸易，从此蒙古基本不

再构成边境威胁。这一变化反映出 

A．中原经济是蒙古政权的生存基础               

B．诸王守边削弱了边地的防御力量 

C．明朝对蒙古采取堵疏并用的政策               

D．经贸往来利于民族之间亲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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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20分。 

41．（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

刀阔斧地进行了制度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

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

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宋代行政区划……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权重，故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其方法……

上自诸路使司，下至县知事，皆以中央文官权充，以便中央直接控制。犹惧知事官权太专，又置通判，以

资牵制与监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四  君主专制确立后，最高统治者希望尽量加强中央集权，而弱化地方权力；尽量简化行政层级，

而不设高级政区。但是，事实上中央集权往往与地方分权主次兴替，相间而存。即便在理想状态下，中央

集权也不得不建立在地方适度分权的基础之上。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汉武帝时期“制度变革”在地方管理方面的表现。（2 分） 

 

 

 

 

（2）材料二中唐朝在地方上实行的管理措施是什么？该措施的实行对唐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 分）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的主要措施。（3 分）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使“中央集权„„建立在地方适度分权的基础之上”的措

施，并简述这一措施的历史意义。（3 分） 

 

 

 

 

（5）综合上述材料，谈谈这些措施对于现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的历史借鉴价值。（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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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南北方人口比重表 

朝代 
南方 北方 

人口/户 占全国人口数比例 人口/户 占全国人口数比例 

西汉 2 470 685 19.8% 9 985 785 80.2% 

唐代 3 920 415 43.2% 5 148 529 56.8% 

北宋 11 224 760 62.9% 6 624 296 37.1% 

——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朝廷在故都（东京）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江苏)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

足。” 

——《陆游集》 

材料三   唐后期，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混战使关中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其后，北方历经靖康之难、

宋金对峙、蒙古灭金，战乱不休。 

南宋政府帮助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等,将生产发展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依据。 

——摘自部编版《中国历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南方经济有哪些发展？（3 分） 

 

 

 

 

 

 

（2）这些发展反映了我国古代经济出现了什么重大变化？根据材料三，说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哪些？（3 分） 

 

 

 

 

 

 

（3）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古代经济发展对我们今天发展经济有哪些启示？（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