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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学者指出，《九章算术》 的主要内容共分为方田(田亩面积的计算) :粟米(按比例交换各

种谷物)、衰分 (确定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摊派税收的比例)、均输(确定摊派税收和民工的比

例)等九章。据此可知，《九章算术

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这主要说

一、单项选择题（共 80 分）（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题 2 分）

1.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

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 12 月阶段检测
高一年级历史试卷

在

明

A.故事传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C.商朝最早奠定了国家的基本形态

B.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朝

D.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2.西周时期，北方各国诸侯礼器都呈现一致的风貌与规格。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礼器逐渐有

北方戎器的色彩，晋国的礼器受到戎狄族群的影响。但位于今日河北的由鲜虞族建立的中

山国，国君夫妇的墓垒则完全按照周人贵族的体制建造。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

A.分封制推动了礼乐制度的传播

C.各国变法强化了国家整体观念

B.游牧文化与华夏文化彼此融合

D.尊祖尚古观念维系了社会稳定

3.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宗室非有军

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秋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些变革

A.打击了世卿世禄制

C.强化血缘亲疏关系

B.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D.延续百家争鸣的影响

4.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了大量秦代的简牍，简文主要记载了秦代施行的 20多个单

行法规，共计法条多达 600条，并且多数为残酷的死刑、肉刑等。由此可以看出秦代

A.法律细密，社会秩序稳定

C.以法治国，统治基础牢固

B.宽严相济，律法深入人心

D.刑罚繁苛，隐含统治危机

5.一位西方学者评论秦始皇：“建立了绝对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以个人亲信为基础，而不

考虑世系和教育。”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政治转向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

A．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

C．从分权政治向专制政治转变

B．从井田制向小农经济转变

D．从军功政治向文治政治转变

》

A.重视理论推导和证明 B.注重解决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

C.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D.体现了数学的实用工具化倾向

7.《后汉书.何敞传》记载，东汉章帝时的何敞，“及举冤狱，以《春秋》之义断之，是以郡

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这表明

A.儒学开始成为统治思想 B.地方政府治理方法得当

C.基层司法审判较为公正 D.儒学具有社会治理功能

8.西晋永嘉年间，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杀死贵族、官僚、庶民三万余人，“旧都宫室，咸

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北方陷入分裂战乱之中。上述历史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是

A.削弱了豪族势力，推动社会发展 B.结束了士族专政，社会趋向安定

C.北方人大批南迁，促进江南开发 D.豪族扩充了实力，北方局部统

9.《颜氏家训》记载，北齐时期，有一位汉族士大夫曾对颜之推说:“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

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此时

距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已六七十年。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孝文帝改革违背历史潮流 B.鲜卑习俗受到了士族官员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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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民族关系呈现出交互态势 D.鲜卑语成为了北方的通用语言

10.唐太宗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后，“拜其二子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唐高宗

分别册立西突厥的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并令他们各领所

部，“赤心向国”。这些举措

A.消除了西南地区游牧政权的威胁 B.是唐朝国力不足下的被迫选择

C.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理 D.确保了突厥不再与唐政府为敌

11.据学者研究，唐朝“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的藩镇基本情况如表所示。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表

藩镇类型 数量（个） 官员任免 赋税供纳 兵额与功能

河朔型 7 藩镇自擅 不上供 拥重兵以自立

中原型 8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防骄藩

边疆型 17 朝廷任命 少上供 驻重兵守边疆

东南型 9 朝廷任命 上供 驻兵少防盗贼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藩镇

A．控制了朝廷财政收入 B．彼此之间攻伐不已

C．注重维护中央的权威 D．延续了唐朝的统治

12.在敦煌艺术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大多宣传佛教悲惨牺牲的善行和现实的悲苦无奈;
隋唐壁画则更多的宣传享受和娱乐，表现幸福与祥和;宋朝壁画中，世俗场景大量出现。这

种变化主要说明

A.佛教文化的中国化 B.中外文化的交融性

C.艺术形式的多样化 D.艺术内容的时代性

13.《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一文对宋代的政治制度评价道:“宋代

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

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

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认为北宋制

度设计导致了

A.军队作战能力的丧失 B.政府行政效率的加强

C.地方割据隐患的暴露 D.地方贫弱无力的局面

14.庆历新政是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

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均以

失败告终，其失败的相同的原因是

A.变法内容过分加重人民负担 B.统治集团内既得利益者反对

C.力图改变北宋保守政治风气 D.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潮流

15.《中国民族史名词解释》中对古代史某一政治制度做出如下解释:“产生于女真氏族社会

末期，是一种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最初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后来逐渐由血缘组

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平时出猎、战时作战。”据此判断这一制度是

A.行省制 B.南北面官制 C.四等人制 D.猛安谋克制

16. 对以下大事年表解读正确的是

A .各民族政权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B .北宋政权存在不超过一百年

960年 1005年 1038年 1044年 1125年 1127年 1140年 1141年

北宋

建立

宋辽订立

澶渊之盟

西夏

建立

北宋与西夏

达成和议

金灭辽 金灭

北宋

南宋取得

郾城大捷

南宋与金

签订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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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辽与南宋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 D .各民族政权并立与力量消长

17.后人评价元曲“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这主要是因为元曲

A.以市民自然本色为主流 B.以文人雅士抒情写意为主

C.体现凝重与沉郁的特征 D.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18.嘉靖年间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内阁首辅张璁)进朝，

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

拱拱手，方始进去。”(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化本质上

反映了明代

A.内阁是常设秘书机构 B.宰相权力持续遭到削弱

C.宦官与内阁矛盾尖锐 D.内阁掌握了最高决策权

19.《虔台倭纂》记载:“倭夷之蠢巅者，自昔鄙之日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

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材料说明

A.倭寇多是被胁迫的中国人 B.海禁政策加剧倭患

C.荡除倭寇的行动卓有成效 D.对外贸易无利可图

20．清初的密折制度规定，皇帝特许的官员可以将相关政务、人事等方面的第一手情况“密
折奏事”，由专人送达御前，并由皇帝亲自批答。这一制度的推行

A．确保了官员呈递奏折的权利

B．消除了臣下与君主间的隔阂

C．利于皇帝严密掌控官僚机构

D．建立起近代文秘制度的雏形

21．阅读右图，与图篇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是

A．戚继光抗

B．雅克萨之战

C．倭郑成功收复台湾_210028
D．粉碎、大小和卓叛乱

22．清朝前期采取有利于巩固西北地区统治的重要措施是

A．设立宣政院 B．实行金瓶掣签制度

C．设立台湾府 D．设立伊犁将军

23.直到康熙 39年（1700年），玉米大多仅种植于少数分散地区。18世纪，当长江流域低

地人满为患时，从人口过于稠密的东南移入长江内地省份的数百万移民发现，玉米是利用

丘陵和山地的关键作物。据此判断玉米种植得以推广的社会原因是

A. 社会人口的膨胀与迁移 B. 丘陵山地有利条件

C. 国家政策的支持与鼓励 D. 新航路开辟的推动

24.17世纪，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或编译欧洲科学文化著作，向中

国人普及欧洲的科学理念、科学文化。晚明时期的“西学东渐”
A．推动中国人普遍接受先进科学 B．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C．利于中国科学文化与世界接轨 D．引发中国传统科技的总结

25.英国外相巴麦尊在议会上发表讲话：“(虎门销烟) 把能给我们大英帝国带来无限利益的

大批的商品，全部给予销毁！这是我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我要求议会批准政府派遣远征

军去惩罚那个极其野蛮的国家！要迫使它开放更多的港口，要保护我们天经地义的合法贸

易！”由此看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

A.挽回鸦片贸易损失 B.割占中国领土

C.打开中国商品市场 D.争取外交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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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有学者称，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经过了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之发展

历程。然而，明中叶以后，在人类走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走向近代文明时，它却囿于现状

远远落伍了，至晚清，则走上了“被世界”的中国。中国走上“被世界”的标志是

A.《南京条约》的签订 B.洋务运动的开展

C.《资政新篇》的颁布 D.戊戌变法的兴起

27.右侧是清道光帝给参与谈判大臣所

下达谕旨的部分内容，该谕旨

A．颁发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B．隐含着天朝上国的外交观念

C．导致了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

D．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28.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撰文指出：

“林则徐仅仅只是旧时代的精英”，“是中

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此观点意在说明

A.林则徐仍然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代表 B.林则徐的思想主张着眼点是维护旧秩序

C.林则徐是主张向西方全面学习的思想家 D.林则徐是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精英

29.1853 年，马克思在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期望中国不久会出现

“REPUBLIQUE CHINOISE（中华共和国）”，“LIBERTE，EGALITE，FRATERNTE（自由，

平等，博爱）”。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定都天京证明了马克思期望的准确 B.《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他的期望

C.《资政新篇》实现了马克思的期望 D.其期望反映他对太平天国了解不深

30.据记载，有人曾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建言：不要轻率与江南大营的清军作战，而要环城固

守，再分兵出略，以安庆作为天京的门户，伺机夺取江西。从太平天国的军事实践看，与

此相符的是

A．首义金田 B．定都天京 C．出师北伐 D．进行西征

31. 1874年李鸿章指出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

岌。” 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是

A.兴办民用企业 B.放宽民间设厂限制

C.兴办军用企业 D.向外国银行借款

32.严复在评价近代某一战争时说：“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

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这场战争

A. 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 拓展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

C. 揭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D. 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外患接踵而至

33.康有为在评述改革时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他说：“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
何有上权之损哉？”材料说明了

A.康有为在政治上出现倒退和反动 B.康有为思想实质上属于封建思想范畴

C.康有为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 D.康有为一定程度上赞同“中体西用”
34.1900年，慈禧太后出逃西安，侵略者们占领北京后实行分区管制，如内城北边归日本管

辖，西北归英美管辖，东边归沙俄管辖。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是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中日甲午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35.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曾提出：“对于列强来说，以保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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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是最为有利。”下列不平等条约中，最能体现这一侵略企图的是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36．1900年 6月，在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等

国议定东南互保章程，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

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

A．清政府统治根基有所动摇 B．南方各省督抚维护列强利益

C．列强在华侵略毫无阻碍 D．南方各省地方政府对抗中央，希图独立

37.孙中山认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

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为避免这种现象的重演，

孙中山主张

A. 社会革命，平均地权 B.政治革命，建立民国

C. 民族革命，推翻满清 D.土地革命，废除剥削

38.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无论从破还是从立的角度看，武昌起义都可谓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

首义”。这里所说的“首义”主要是指武昌起义

A．是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B．是推翻清王朝并导致民国建立的起义

C．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反清起义 D．是第一次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的起义

39.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某报报道：“如果中国成功地按美国政府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联邦共

和国，由在欧美留过学的具有西方观念的人任领导，日本将不再是东方最西化的国家。”此
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该报道的设想相符的是

A．临时政府基本按照美国政体原则架构 B．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C．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D．民国临时大总统都有西方民主观念

40.梁启超评价辛亥革命具有“空前巨大的意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

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辛亥革

命的作用是

A. 增强了国民的民族民主意识 B. 终结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C. 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D. 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二、材料题（20 分）

41．“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利于防止专制和腐败，但其能否实现与制度设计、社

会环境密切相关。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古代监察制以专制王权为中枢；监察制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监察官为维护皇

权而监察百官，是天子耳目之任等等。

——方乾《论中国古代监察制的不独立性》

材料二 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

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树立了“国民全体”作为“国家主权”拥有者的崇高

地位，……废除了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是革命党人将权力关进牢笼的一

次勇敢的、大胆的尝试。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材料四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

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

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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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朝在中央设置的“监察官”是什么？据材料一，指出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根本目的。

（2分）

（2）据材料二，指出唐代实行的是什么政治制度？该政治制度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有什么

特点？（3分）

（3）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革命党人是如何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尝试“将
权力关进牢笼”的？（3分）

（4）纵观上述材料，反思古代、近代的这些尝试，归纳要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应该从哪些方面提供保障？（2分）

4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宋朝时上流社会中流行射类、蹴鞠、棋类、水上活动、角力、田径、武术、节令游

戏以及百戏等体育活动。《宋史》中记载，上流社会对体育礼仪的规定非常严格，如打球

包括了鼓乐、服饰、仪式等等诸多程序和规矩，礼法森严。朱熹提出“修建射圃，提倡习

射；效法孔孟，尊崇六艺以及登山郊游，导引调息”的体育思想。民间也兴起各类体育活

动，并出现大量专业的体育“社”，如打毬社、齐云社、角抵社、锦标社、锦体社、英略

社等。宋代《齐云社规》记载蹴鞠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

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都城开封街市店铺甚至还专门出售一

种儿童秋千，设计精巧，深受百姓喜爱。城市里也出现一些新的娱乐场所，将文艺表演和

休闲体育结合起来，吸引大量的市民来休闲娱乐。

——摘编自周丛改《宋代体育的繁荣及其成因》

材料二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认为“学生

芒有强健的体魄和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具，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

任。”在张伯苓看来，体育可以“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

生美观，并养成能守纪律，重协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他提出“民主政治即是体育精

神。体验过体育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利得多”。他从学校教育的

根本目的出发，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

——摘编自霍玉《张伯苓：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先行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体育活动的特点（2 分）并分析其成因（3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张伯苓体育思想的内容（2 分）并简述其历史意义（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