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秦汉到明清的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中，不管当时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在二级和三级，还是四级、五级之

间往复交替，县都是最低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和区划，且数目变动不大，大致都在一千个以上。同时，历代封建王朝都
通过设置职能性官员来分解地方高级行政组织的职权，但县级行政却始终集赋税、司法、治安、教化于一体，全能而
完整，并且县的建制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地区间差别较大，国家大事千头万
绪，单单依靠一个人或一个权力核心，是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治理的。县级政府是封建国家的基础，职能齐备，担
负着贯彻执行朝廷的法规政令，向朝廷提供度支、物资及兵源任务，承揽着平赋役、听诉讼、兴教化、劝农桑、敦孝
道、整饬风俗、鼓励节俭、祈神祭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切具体事务。封建中央政府通过县级政府这些国家结构中最
基本的政治单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与治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摘编自自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县制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为主轴的演变和改革，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中国近代县制改变了县以下不设治的制度，建立了区乡一级行政以及准行政性质的保甲组织，为国家行政
深入农村基层、改变乡村社会的无序状态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近代县制在国家行政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方面进行了
探索，县级行政处在官治与自治的结合部，同时又与府厅州同为上级地方自治团体，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县的行政地位，
使之在建立地方自治、加强地方权力、减少行政层级等方面，处于枢纽的位置。当然，近代县制改革中也出现了诸多
问题，如始终未能建立起现代的县级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制度，且县级政府组织机构开始出现冗胀倾向；没能解决对
“官治”县级行政的民主监督问题；始终未建立起统一的县级财政系统，乡镇一级财政往往是个空架子，乡镇、保甲
经费及部分县办事务经费始终靠临时或固定性摊派维持等。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县级地方行政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县制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5 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县制的认识。（3 分） 

 

 

 

 

1.（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秦汉到明清的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中，不管当时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在二级和三级，还是四级、五级之

间往复交替，县都是最低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和区划，且数目变动不大，大致都在一千个以上。同时，历代封建王朝都
通过设置职能性官员来分解地方高级行政组织的职权，但县级行政却始终集赋税、司法、治安、教化于一体，全能而
完整，并且县的建制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地区间差别较大，国家大事千头万
绪，单单依靠一个人或一个权力核心，是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治理的。县级政府是封建国家的基础，职能齐备，担
负着贯彻执行朝廷的法规政令，向朝廷提供度支、物资及兵源任务，承揽着平赋役、听诉讼、兴教化、劝农桑、敦孝
道、整饬风俗、鼓励节俭、祈神祭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切具体事务。封建中央政府通过县级政府这些国家结构中最
基本的政治单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与治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摘编自自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县制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为主轴的演变和改革，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中国近代县制改变了县以下不设治的制度，建立了区乡一级行政以及准行政性质的保甲组织，为国家行政
深入农村基层、改变乡村社会的无序状态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近代县制在国家行政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方面进行了
探索，县级行政处在官治与自治的结合部，同时又与府厅州同为上级地方自治团体，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县的行政地位，
使之在建立地方自治、加强地方权力、减少行政层级等方面，处于枢纽的位置。当然，近代县制改革中也出现了诸多
问题，如始终未能建立起现代的县级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制度，且县级政府组织机构开始出现冗胀倾向；没能解决对
“官治”县级行政的民主监督问题；始终未建立起统一的县级财政系统，乡镇一级财政往往是个空架子，乡镇、保甲
经费及部分县办事务经费始终靠临时或固定性摊派维持等。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县级地方行政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6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县制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5 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县制的认识。（3 分） 

 

 



2.（1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义民。”意思是建

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史记·天官书》中说“其后秦灭六国，并中国。”……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
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所以
《史记》上出现的“中国”字样，并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所指的中国。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
民国”的简称。——摘编自《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李扬帆《走出晚清》 

材料二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曾多次上书宋孝宗，反对“偏安定命”，倡言
恢复、复兴国家统一大业。他反对道学，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可以富国强
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这般人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
瘁之人”。他指出，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学问，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身养性等内省功夫当作
真学问，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他力倡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提出“王霸并用”的主张。认为刑法、智力虽属霸道，
却恰可弥补王道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用现实主义的各种谋略包括霸道来解决危艰时局，完成中兴大业。 

——摘编自董海鹏《陈亮事功思想探析》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

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传统中国称谓变化的突出特点。（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亮思想主张的时代背景及影响。（6 分） 

 
 
 
 
（3）根据材料三，指出“家国同构”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5分） 
 
 
 
 
 
 
 
 
2.（1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义民。”意思是建
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史记·天官书》中说“其后秦灭六国，并中国。”……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
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所以
《史记》上出现的“中国”字样，并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所指的中国。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
民国”的简称。——摘编自《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李扬帆《走出晚清》 

材料二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曾多次上书宋孝宗，反对“偏安定命”，倡言
恢复、复兴国家统一大业。他反对道学，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可以富国强
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这般人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
瘁之人”。他指出，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学问，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身养性等内省功夫当作
真学问，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他力倡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提出“王霸并用”的主张。认为刑法、智力虽属霸道，
却恰可弥补王道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用现实主义的各种谋略包括霸道来解决危艰时局，完成中兴大业。 

——摘编自董海鹏《陈亮事功思想探析》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

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传统中国称谓变化的突出特点。（4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亮思想主张的时代背景及影响。（6 分） 

 
 
 
 
（3）根据材料三，指出“家国同构”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5分） 
 
 
 
 



3.（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监察在中国源远流长。伴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秦汉时期监察制度初步形成。汉武帝时期颁布

的《六条察郡之法》奠定了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法的基础。汉代采取了多元制的监察组织方式，不仅设有专门的监察机

构进行监察，而且还有上级行政机构对下属机构进行监察。魏晋时，御史台脱离少府，与行政相分离，成为专门的监

察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代对监察官也实行定量考核，以实绩黜陟监察官。 

——摘编自李艳波李瑞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宋英宗欲擢王畴为枢密副使，封驳官钱公辅认为王畴“素望浅”，不宜擢升。英宗不仅不采纳其意见，

反而贬钱公辅为滁州团练使。                           ——摘编自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汉时朝两个具有监察职能的官职名称，概括中国古代的监察措施。（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影响。（4 分） 

 

 

 

 

 

 

 

 

 

3.（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监察在中国源远流长。伴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秦汉时期监察制度初步形成。汉武帝时期颁布

的《六条察郡之法》奠定了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法的基础。汉代采取了多元制的监察组织方式，不仅设有专门的监察机

构进行监察，而且还有上级行政机构对下属机构进行监察。魏晋时，御史台脱离少府，与行政相分离，成为专门的监

察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代对监察官也实行定量考核，以实绩黜陟监察官。 

——摘编自李艳波李瑞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宋英宗欲擢王畴为枢密副使，封驳官钱公辅认为王畴“素望浅”，不宜擢升。英宗不仅不采纳其意见，

反而贬钱公辅为滁州团练使。                           ——摘编自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汉时朝两个具有监察职能的官职名称，概括中国古代的监察措施。（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影响。（4 分） 

 

 

 

 

 

 

 

 

 

 

 



4.（10分）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注重对权力的监察制约。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悠久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由于监察主要

以官为对象，因此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以后，监察制度才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凡属立法、人事、行政、经济、
军事、司法、文教、礼仪、祭祀等均纳入监察的职掌范围。正是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历代统
治者均极为重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清政府 1908 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
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
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
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
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
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典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
“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
“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3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3 分）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认识。（4 分） 

 

 

 

 

 

 

4.（10分）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注重对权力的监察制约。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悠久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由于监察主要

以官为对象，因此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以后，监察制度才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凡属立法、人事、行政、经济、
军事、司法、文教、礼仪、祭祀等均纳入监察的职掌范围。正是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历代统
治者均极为重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清政府 1908 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
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
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
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
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
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典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
“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
“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3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3 分）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认识。（4 分） 

 

 

 

 



5.（1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是君主的能力与其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

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而内部矛
盾运动其深层动力归根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在这种矛盾运动及“公道”“民意”的要求下，
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发育出一定的调节机制，以减弱其非理性因素，降低政治动荡频率与政治衰败速度，使其在协调统
治阶级内部利益、维护统治秩序上发挥基本作用，从而提高统治的整体效能。如内在调节机制失灵，对立双方基本平
衡被破坏，这意味着某个政权就不能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而濒临垮台。          ——摘编自《君主专制》 

材料二  任何主体都有权力扩张和不受监督的的倾向，国家也不例外。对国家进行制约，反映了社会对政治民主
与自由的诉求，而制约的过程是权力的抗争过程。依法治国的实现，事实上反映了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的一种均衡，
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监督和制衡格局的形成。人类社会真正实现法治，是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产物，它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实行法治之下的国家是有限权力的国家，即“有限政府”。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对国家
权力的监督制衡与提高国家的能力是一致的，有限政府不仅不会限制政府的有效性，反而能增加政府的能力。      

——摘编自《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制约》 
（1）根据材料一分析影响“君权的强化和约束”矛盾运动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对君权内部“调

节机制”的具体表现。（7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成我国近代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的因素（6 分）概述在近代我国社会制
度转型中对国家权力制约的实践。（4 分） 

 

 

 

 

 

（3）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在对国家权力约束和监督上的努力。（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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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内部利益、维护统治秩序上发挥基本作用，从而提高统治的整体效能。如内在调节机制失灵，对立双方基本平
衡被破坏，这意味着某个政权就不能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而濒临垮台。          ——摘编自《君主专制》 

材料二  任何主体都有权力扩张和不受监督的的倾向，国家也不例外。对国家进行制约，反映了社会对政治民主
与自由的诉求，而制约的过程是权力的抗争过程。依法治国的实现，事实上反映了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的一种均衡，
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监督和制衡格局的形成。人类社会真正实现法治，是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产物，它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实行法治之下的国家是有限权力的国家，即“有限政府”。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对国家
权力的监督制衡与提高国家的能力是一致的，有限政府不仅不会限制政府的有效性，反而能增加政府的能力。      

——摘编自《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制约》 
（1）根据材料一分析影响“君权的强化和约束”矛盾运动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对君权内部“调

节机制”的具体表现。（7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成我国近代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的因素（6 分）概述在近代我国社会制
度转型中对国家权力制约的实践。（4 分） 

 

 
 

 

（3）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在对国家权力约束和监督上的努力。（3 分） 

 

 



6.（12分）选官制度是保证封建制度的重要举措，历代统治者对选官制度都极为关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唐朝至宋朝宰相入仕途径简表（部分） 

时期 宰相总人数 进士出身人数 其它出身及入仕途径 

唐
朝 

武则天 73 11 

举荐、行伍、门荫 唐玄宗 34 7 

唐肃宗 16 4 

五代 46 24 吏职、幕僚、行伍、举荐、门荫等 

宋
朝 

北宋 72 63 资荫、摄官、特奏名、纳粟、从军、
举荐等 南宋 63 48 

——摘编自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其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宋朝严禁“行卷”（考试前，考生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
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要
搜身。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试试卷；还要誊录，考试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誊录院，
由手书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摘编自任世江《宋朝的特点及完善科举制》 

请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唐朝至宋朝宰相入仕途径的变化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该变化趋势的原因。（4 分） 

 

 

 

 

（2）据材料二，概括宋朝选拔官员的特点。（2 分）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宋选官制度体现的原则，并分析其作用。（6 分） 

 

 

 

 

 

 

6.（12分）选官制度是保证封建制度的重要举措，历代统治者对选官制度都极为关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唐朝至宋朝宰相入仕途径简表（部分） 

时期 宰相总人数 进士出身人数 其它出身及入仕途径 

唐
朝 

武则天 73 11 

举荐、行伍、门荫 唐玄宗 3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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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46 24 吏职、幕僚、行伍、举荐、门荫等 

宋
朝 

北宋 72 63 资荫、摄官、特奏名、纳粟、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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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其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宋朝严禁“行卷”（考试前，考生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
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要
搜身。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试试卷；还要誊录，考试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誊录院，
由手书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摘编自任世江《宋朝的特点及完善科举制》 

请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唐朝至宋朝宰相入仕途径的变化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该变化趋势的原因。（4 分） 

 

 

 

（2）据材料二，概括宋朝选拔官员的特点。（2 分）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宋选官制度体现的原则，并分析其作用。（6 分） 

 

 

 

 

 



7.（14分）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人才、官吏的选拔。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代察举制度，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贤良

方正”，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
实，分为常科与特科两大类。常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其中又以“孝廉”一科最为重要。此外，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拳者经考试后，由政府
量才录用。                                                  ——摘编自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  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
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
有做官资格了。又因礼部考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明清时期的科举，采用八股取士，三年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会试的主考官由皇帝钦定
派遣。考试有严密程序，考官入院，立即封锁内外门户。考生入院时，要逐人搜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选官制度的特点。（4 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唐选官制度中“考试”的区别和联系。（6 分） 

 

 

 

 

（3）据材料三，指出明清科举制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4 分） 

 

 

 

 

 

7.（14分）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人才、官吏的选拔。阅读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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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才录用。                                                  ——摘编自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  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
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
有做官资格了。又因礼部考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明清时期的科举，采用八股取士，三年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会试的主考官由皇帝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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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选官制度的特点。（4 分）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唐选官制度中“考试”的区别和联系。（6 分） 

 

 

 

 

 

（3）据材料三，指出明清科举制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4 分） 

 

 

 

 



8.（12分）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宋初沿用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宋仁宗时，范仲淹以参知政事主持改革，要求在录取进士时把

策论和经学放在首位，以打破考生在试题中可以追求文辞的华丽和形势的完美，脱离为官所需的行政能力。殿试在唐
代并未形成定制，也没有出现齐备的条法规范。宋太祖时殿试成为常制，加在省试之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最终使北
宋形成了地方“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避免世家权贵的干扰，杜绝公荐请托之
风，宋太宗时又实行了“锁院”制度。宋真宗景德二年开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
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                              ——摘编自刘术永《略论宋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 

材料二  1870年改革规定高级文官的考试科目分为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有作文、英语、现代或基础经
济、普通科学和辅助文字等 5门；选考科目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经典、梵语、外文、数学和自
然等 11 门。从内容可以看出，高级文官的考试以人文科学为主，以基础理论为主，与担任文官职务具有实际价值的
社会学、公共行政学不在考试范围之内；作为选考科目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均为一般的基础知识，与担任高级文官几乎
无直接关系。                        ——摘编自洪忠杰《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科举制度的新变化。（4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考试内容的特点。（4 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英国近代的文官制度对现代国家选拔人才的启

示。（4 分） 

 
 
 
 
 
 
 
 
 
8.（12分）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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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并未形成定制，也没有出现齐备的条法规范。宋太祖时殿试成为常制，加在省试之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最终使北
宋形成了地方“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避免世家权贵的干扰，杜绝公荐请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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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1870年改革规定高级文官的考试科目分为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有作文、英语、现代或基础经
济、普通科学和辅助文字等 5门；选考科目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经典、梵语、外文、数学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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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公共行政学不在考试范围之内；作为选考科目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均为一般的基础知识，与担任高级文官几乎
无直接关系。                        ——摘编自洪忠杰《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科举制度的新变化。（4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考试内容的特点。（4 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英国近代的文官制度对现代国家选拔人才的启

示。（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