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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题解析 

吉林市第十八中学 吕杰 

24．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侯国君将包括土地及人口的采邑赐给卿、

大夫作为世禄。西周中期以后，贵族所获采邑越来越多，到春秋时期，有

的诸侯国一个大夫的采邑就多达数十个。这说明 

A．土地国有制度废除         B．分封体制不断强化 

C．诸侯国君权力巩固         D．社会生产持续发展 

【答案】D 

必备知识：分封制的产生和发展 

试题情境：复杂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西周至春秋，卿大夫获得的封地逐渐增多。 

D 项：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发展，大量荒地开垦，大诸

侯国兼并小国，将新增土地再分封，因此卿大夫封地增多。故 D 项符合题意。 

A项：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废除是在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确立

封建土地私有制。A项错误，属于史实性错误。 

B项：西周末年分封制就开始遭到破坏，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分

封制被破坏和弱化。B项错误，属于史实性错误。 

C 项：结合材料表述，“诸侯国一个大夫的采邑就多达数十个”卿大夫受封土

地增多，不利于诸侯国君权力的强化（如三家分晋）。C 项错误，违背了材料语

境。 

 

25．   表 1  西汉末、东汉中期部分地区民户数量表   单位：户 

 

 

据表 1 可知，在此期间 
A．长江以南经济发展加速         B．豪强大族势力没落 
C．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D．个体农耕经济衰退 
【答案】A 
必备知识：汉代经济的发展，两汉交替之际的历史阶段特征。 

试题情境：复杂情境  图表类试题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西汉末至东汉中期，北方地区的代郡、太原户数明显减少；

南方地区的豫章、零陵户数明显增多。 

A项：西汉（前 202-公元 8年王莽篡权），东汉（25-220），材料西汉末年—东汉

中期，这期间王莽篡汉后进行改革，而改革过于理想化，又触及大官僚大地

主利益，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可谓四方响

应，天下大乱。最终刘秀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东汉政权，建都洛阳，

经过多年努力扫灭群雄，完成统一。当时的战乱主要发在中原及周边地区，

加之自然灾害等因素，对中原及周边地区影响比较大，出现材料河北、山

西附近户数下降的现象，甚至代郡、汝南等地呈现负增长。而东汉政治中

心一带，由于光武帝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出现光武中兴，使得政治中心

地区的经济恢复发展较快，而长江流域的豫章（今属江西）零陵（今湖南、

广西间）属于南方地区，受战乱影响小，经济发展环境相对稳定，民户随之

增加迅速。故 A 项为正确答案。 

B 项：西汉末到东汉是豪强大族势力发展的时期，到魏晋时期成为士族门阀，

不符合史实。 

C 项：结合材料内容，南方人口的增加，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此时南北

经济的差距缩小。C 项不符合题意，错误。 

D 项：个体小农经济在汉代是不断发展的，西汉赵过推广耦犁，东汉时期，

耦犁的农耕方法推广到珠江流域，西汉出现耧车、代田法、修建漕渠、白

渠、龙首渠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及《四民月令》农书对农业技术的宣

传，个体农耕经济获得了发展。D 项属于史实性错误。 

 

26．宋代，官府强调“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

“毋舍本逐末”。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

也。”郑至道说，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从中可以看出宋代 

A．商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B．重农抑商政策瓦解 

C．社会群体间流动性增强      D．四民社会地位相同 

【答案】C 

必备知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社会特征，重农抑商政策。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文献史料型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 

材料信息是宋朝政府推行重农政策和重视文官发展，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农工

商贾舍其旧而为士者也，郑至道认为农工商贾皆为民生之本，应均衡发展

才对。他是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反映了宋代人口流动加快，促进了商品经

济得到发展，但是受到国家政策影响，未能实现人口流动对农工商贾各行业

的全面推动。 

C项：材料中苏辙和郑至道对士农工商的看法，以及结合宋代科举制和宋代商品

经济发达，使得社会阶层流动增强。C 项正确。 



A项：两宋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品种类增加，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市坊界限被打破，商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A 项属于史实性错误。 

B 项：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经济政策，宋代仅仅是放宽了对

工商业的控制，材料第一层明确指出三方面重农，“毋舍本逐末”，由此

可见，并没有废除重农抑商政策，B 项重农抑商政策瓦解，是不符合史实和

题意的，故错误。 

D 项：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四民社会地位平等不符合史实。故 D 项错误。 

  

27．明清时期，“善书”在民间广为流行，这类书籍多由士绅编撰，内容

侧重倡导忠孝友悌、济急救危、受辱不怨，戒饬攻诘宗亲、凌逼孤寡等，

以奉劝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书”的流行 

A．确立了理学思想的主导地位     B．强化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C．阻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广     D．冲击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 

【答案】B 

必备知识：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内涵；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文献史料型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 

题干信息：明清时期，士绅编撰“善书”主要内容以宣传忠孝廉耻的价值

观为核心教化民众积极向善。 

B 项：“善书”宣传忠孝仁义，内容符合主流价值观，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

服务的，士绅编撰“善书”在民间广为推广，反映了明清时期明清君主专

制制度的加强，故 B 项正确。 

A 项：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A 项属于史实错

误。 

C 项：儒家思想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善书”内容符合主流价值观，C 项与

题意不符。 D 项：“善书”的主要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何来冲击儒家经

典之说，不符合逻辑，故 D 项错误。 

 

28．1898 年，某书商慨叹废八股将使自己损失惨重，后来发现“经学书犹

有人买”，其损失并不如以前估计之大，而该书商对新学书籍的投资不久

又面临亏损。这可以反映出该时期 

A．儒学地位颠覆  B．列强侵略加剧  C．政局变化迅速  D．西学深

入民心 

【答案】C 

必备知识：维新变法，近代中国的民主探索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文献史料型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 

题干信息：1898 年，近代思潮不断发展，某书商投资的新学书籍面临亏损

现象，而经学书销售损失反而小。 

 C 项：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维新派主张变法，废

除八股文，实行君主立宪制，加快了民主近代化进程，促进人民觉醒，思

想得到解放，因而新学书籍市场空间广阔，但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失败

后又恢复八股取士，经学书籍销量增加了，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近代民主

探索历程的艰难性、曲折性。故 C项正确。 

A 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新思想推动下，反对封建专制，儒家思想受

到一定冲击，但儒学地位没有被颠覆，A 项不符合史实。 

B 项：材料主语是书商，列强侵略，属于外因，外因在事物发展中不起决定

作用，故 B 项与题意不符， 

D 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速度加快，达到深入民心的程度，在

辛亥革命时期，表述不当，故 D 项错误。 

29．1934 年，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

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

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当时毛泽东强调改进工作方法意在 

A．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B．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C．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        D．动员社会各界进行抗战 

【答案】A 

必备知识：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

争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1934 年，毛泽东提出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以完成革命任

务。 

A 项：1930 年以来，蒋介石接连发动围剿，威胁新生的中华苏维埃政权，1933

年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错误指导下，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革命陷入危险之

中，毛泽东强调调整工作方法，得到群众支持，为革命的发展壮大群众基础，因

此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符合毛泽东这番话的意图。A项正确。 

B 项： 1927 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中国革

命的新道路——井冈山革命道路。B项时空错位，B项错误。 

C 项： 革命统一战线指为完成革命目标建立的政治联盟，材料指出毛泽东调整

工作方法，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并不属于革命统一战线，C 项与材料题意不符。 



D 项： 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935 年华北事变，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D 项不符合题意和史实，故错误。  

 

30．土改后，太行山区某农民要买一头驴，谈好价钱后，他表示要回家和

妻子商量，理由是“我们村上好多人家都立下了新规矩，男的开支一斗米

以上要得到女人的同意，女人开支二升米以上要得到男人的同意”。这件

事可以反映出，当时解放区 

A．男尊女卑观念消亡         B．家庭成员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C．按劳分配得到实施        D．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被颠覆 

【答案】B 

必备知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买物品，出现男女协商的现象。 

A项：男尊女卑观念消亡，“消亡”表述绝对。A项错误。 

B 项：1947 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

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女性也获得了土地，改变封建社会下男耕女织的面貌，女

性也可以参与经济生产，因此，土地改革，促进家庭成员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符

合材料信息，B项正确。 

C项：按劳分配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实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劳多

得，少劳少得。C 项时空错位与题意不符。 

D项：材料体现了妇女地位提高，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被颠覆，“颠覆”表述绝

对，D项错误。 

 

31．1957 年，国家统计局《工人阶级队伍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有 1950 年及

其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社会出身情况，如表 2 所示。表 2  职工社会出身情

况表 （%） 

 

据表 2 可知 

A．内地与沿海原有工业基础差距大    B．西部地区工商业改造不彻底 

C．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    D．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 

【答案】A 

必备知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起步的表现  

试题情境：复杂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1950 年及其以后，上海、天津、陕西、新疆四地的职工出

身情况，上海、天津的职工中原本就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比例较高。陕西、新疆的

职工，从农民、军人转业、学生、个体劳动者转业成为工人的比例比上海、天津

高。 

A项：上海、天津职业工人由工人出身和，资本家转为工人的占比高于陕西和新

疆，说明上海、天津之前的工业发展水平比内地陕西、新疆高，反映了内地与沿

海原工业基础差距大，符合材料信息。A 项正确。 

B项：新中国出初期，政府通过赎买、公私合营的方式逐渐实现工商业改造，与

材料主旨工人出身情况统计无关，B项不符合材料，错误。 

C项：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

实现，C 项表述错误。 

D项：影响工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材料单方面介绍工人出身无法得出

D 项结论，结合所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期间，很多新工厂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建成宝成铁路、鹰厦铁路、青藏

公路、新藏公路通车等，内地工业发展也很快。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在

材料中无法体现，D项错误。 

 

32．16 世纪起，英国国王将大量特许状授予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团体，成

立特许公司。与此同时，欧洲许多国家掀起创办海外贸易特许公司的热潮。

至 18 世纪末，特许公司数量已达数百个。这反映出该时期 

A．资本输出成为海外扩张的主要形式     B．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 

C．划分势力范围成为列强争霸的焦点     D．殖民扩张呈现竞争格局 

【考点】欧洲的殖民扩张； 

必备知识：殖民扩张出现于发展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16 到 18 世纪，欧洲许多国家掀起创办特许公司的热潮。 

D 项：16 到 18 世纪，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通过殖民扩

张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大量财富流入欧洲，加剧了欧洲各国对外海市场

的争夺，呈现竞争格局，故 D 项正确。 

A 项：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在国外进行投资、贷款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侵略方式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与材料的时间不符，故 A 项错

误。 

B 项：新航路开辟，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殖民扩张时期，

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

成，故 B 项错误。 

C 项：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列强在全世界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故 C 项错误。 

 

33．18 世纪 90 年代初，法国国民议会取消监禁专制授权令，否定了家长或

家族可不经审讯就将孩子投进监狱的做法；国民议会还规定，由新建立的



家事评议庭专司听审父母和 20 岁以下子女的争讼，21 岁的家庭成员不分男

女，不再受父权的管辖控制。上述内容体现了 

A．个人意志即个人权利       B．个人与国家间的契约关系 

C．男女的政治地位平等       D．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 

【答案】B 

必备知识：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18 世纪 90 年代初，法国议会制定法律，保护子女的权

益。 

B 项：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议会建立家事评议庭专司，属于国家行为，以

此保护子女的权益，个人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通过法制的完善，更

好的维护个人权利，体现出法国大革命时期追求平等、自由、维护人权的

理念，故 B 项正确； 

A 项：材料中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非个人意志，故 A 项错误。 

C 项：材料反映的是议会对子女权利的保护，男女的政治地位平等材料中没

有体现。，故 C 项错误  。 

D 项：法国议会建立家事评议庭专司，指出 21 岁的家庭成员不分男女，不

再受父权的管辖控制，体现“依法治国”的理念，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

益不符合材料主旨，故 D 项错误。 

 

34．青年时代的普朗克曾被告诫，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

再有多大的发展。1900 年，物理学家开尔文也断言：“在已经基本建成的

科学大厦中，后辈物理学家只能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由此可知在当

时 

A．物理学领域的问题已全部解决       

B．物理学对微观世界的思考尚未开始 

C．经典物理学仍然处于统治地位       

D．量子力学得到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可 

【答案】C 

必备知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牛顿建立经典力学体系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 1900 年，物理学的研究遇到新问题，但近代经典力学长

期占据主导地位，普朗克和开尔文的研究受到经典力学的影响。 

C 项：19 世纪，随着物理学研究的发展，遇到了新问题，经典力学受到挑

战，但受经典力学的影响，研究程度尚未突破宏观世界的束缚。故 C 项正

确 

A 项：19 世纪，随着物理学研究的发展，遇到了新问题，A 项不符合史实，

故 A 项错误。 



B 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电子和放射线的发现，打开原子大门，人们对

物质的认识深入到了原子内部，对微观世界的思考已经出现了，B 项说法与

史实不符。 

D 项：1900 年，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爱因斯坦解释光电效应，丹麦物理

学家波尔提出原子的量子理论，20 世纪 30 年代，量子力学建立起开。因此，

D 项说法与史实不符。 

 

35．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纽约画派领衔人物杰克逊·波洛克以将油墨

滴洒和倾泼在大块画布上的创作方法而著称，画作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主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竭力推崇该画派，并资助其在海外展览，以显示自由、个

性的表达。这表明 

A．纽约画派的创作方式受到各国民众欢迎 

B．纽约画派的创作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 

C．美国政府旨在扩大纽约画派的影响力 

D．美国政府借助艺术领域渗透冷战思维 

【答案】D 

必备知识：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试题情境：单一情境   

关键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解析】题干信息：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借助纽约画派的影响力，

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 

D 项：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美国政府借助纽约画

派的影响力，宣传自由、个性，目的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

孤立社会主义阵营，体现了冷战思维模式。D 项正确。 

A 项：关键词是受到各国民众欢迎，不符合材料的主旨. 

B 项：纽约画派的画作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主题，因此，B 项表述与材料不符。 

C 项：结合两级格局时代背景，美国政府借助纽约画派，宣传自由、个性的

表达，使画作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美国政府行为旨在扩大资本主

义阵营的影响力，因此，C 项表述与材料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