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考研（历史）模拟题

第一部分  单选题(90 题)

1、宋朝与西夏长期交战,双方皆困,经过一年的交涉,双方达成了(    

)

A. 绍兴和议

B. 嘉定和议

C. 澶渊之盟

D. 庆历和议

【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基本史实的掌握。 

2、北魏末年各民族大起义所造成的结果不包括(    )

A. 使北魏末期的黑暗统治陷于崩溃

B. 调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

C.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D. 关陇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答案】：D

[解析】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鲜卑、匈奴、汉族等民族的联

合起义,共同反抗北魏的鲜卑贵族统治集团和汉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D

项是错误的,其他三项都是这次起义的意义和影响。 

3、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的发明是当时手工业的巨大成就,是人类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本身所

具有的性质,达到为人所用的目的

A. 陶器

B. 石器

C. 玉器

D. 弓箭

【答案】：A

[解析】 选项 A,发明陶器符合题意。陶器的发明在当时意义重大,

当时发明陶器与过定居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使用,有

的还画上了各种图案与纹饰,还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引起史学界关

注。 

4、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堪称中华文明的两大摇篮,是当时经济文化最

发达的地区。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题:以下文化遗存不属于长江流域的

是(    )

A. 良渚文化

B. 马家窑文化

C. 河姆渡文化

D. 青莲岗文化

【答案】：B

[解析】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最先

发现甘肃临洮马豕客而知 名。 

5、下列对战国时代各国变法改革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实际上是以法家思想为核 心进行的社会改革

B. 秦、楚、魏国的变法改革都比较成功

C. 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D. 商鞅的变法改革中有一部分源于三晋

【答案】：B

[解析】 各国的变法改革是战国时代各国实力消长的主要原因,是法

家政治学说的具体实践,其中楚国的吴起变法是以失敗告终的,楚国在



战国时代一直没有能够强盛起来。此题考查考生对战国变法的熟悉程

度。 

6、金朝(   



 )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达到了金朝统治的鼎盛时

期

A. 金太宗

B. 金世宗

C. 海陵王

D. 金熙宗

【答案】：B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金朝的政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金世宗即位

之后,是金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史称“大定之治”。 

7、下列不是春秋时代齐国管仲改革的内容的是(    )

A. 案田而税

B. 寓兵于农

C. 废除井田

D. 士农工商专业分居

【答案】：C

[解析】 废除井田很明显是错误的选项,废除井田制到战国时代才发

生,是战国商鞅变法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其他三项都是管仲改革的内

容,考生需要对此有基本了解。 

8、下列改革措施中,不属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是(    )

A. 实行均田制

B. 建立宗主督护

C. 实行三长制

D. 改用汉姓

【答案】：B

[解析】 北魏的太武帝改革和孝文帝改革都是需要考生重点掌握的,

注意区别两者的具体措施,其中建立宗主督护是太武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 

9、庆历新政是统治集团内部为了改革弊病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回答下

列题:庆历新政的中心内容是(   



 )

A. 减轻徭役

B. 提倡农桑

C. 加强军事

D. 整顿吏治

【答案】：D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庆历新政的中心内容。范仲淹的十条改革纲

领中,其中心内容是整顿吏治。 

10、“元祐更化”发生在哪位皇帝在位时期?(    )

A. 宋神宗

B. 宋理宗

C. 宋哲宗

D. 宋光宗

【答案】：C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对基本史实的掌握。 

11、下列选项中,对曹魏的选官政策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把才能和道德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

B. 选用了不少平民庶族出身的有才之士

C. 曹丕继位后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

D. 打破了东汉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答案】：A

[解析】 曹魏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唯才是举,反对东汉时期把“门第”

、“道德”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所以 A项不正确。 

12、下列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同国家对应不正确的是(    )

A. 郢爰一楚国

B. 刀币一齐国

C. 铲币一秦国

D. 蚁鼻钱一楚国



【答案】：C

[解析】 铲型币是当时赵国所使用的货币。 

13、宋在金的压力下,不得不杀了降宋的原辽将(   



 ),以其首献于金朝,这对于原辽降于宋朝的将领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

响

A. 张觉

B. 岳飞

C. 李纲

D. 郭药师

【答案】：A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宋金的关系。张觉,原辽朝平州守将,张觉与

宋暗中联系,起兵反金,平州城破,逃到燕京,金人指名要宋交出张觉,宋

以其首献于金朝,这对于原辽降于宋朝的将领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14、庆历新政失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延其旧,改革议论不绝于朝野,

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回答下列题:以“天变不足惧,祖宗不可法,人

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进行变法的是(    )

A. 王安石

B. 商鞅

C. 北魏孝文帝

D. 张居正

【答案】：A

[解析】 宋朝统治者崇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由此可知提出“祖宗

不可法”当由宋朝时人提出,进一步说是王安石为勉励宋神宗进行改革

提出的。 

15、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是(    )

A. 石器时代

B. 史前时代

C. 氏族公社

D. 早期智人

【答案】：B

[解析】 此题在于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选项 A,人类以石器

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考古学上称为石器时代。选项 B,有文字记载以前

的人类历史是史前时代,为正确答案。选项 C,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的基



本单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相联结的

社会组织形式。选项 D,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学称之为早期

智人阶段。 



16、庆历新政失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延其旧,改革议论不绝于朝野,

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回答下列题:王安石变法时期,“盗贼比之昔

时,十减七八”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实施了(    )

A. 保马法

B. 将兵法

C. 保甲法

D. 军队精简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对于王安石变法具体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考查。保甲

的目的在于逐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 

17、以下不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阶段的遗址的是(    )

A. 山顶洞人

B. 柳江人

C. 河套人

D. 大荔人

【答案】：D

[解析】 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称之为晚期智人阶段。

选项 D,大荔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不属于这个范围。 

18、庆历新政失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延其旧,改革议论不绝于朝野,

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回答下列题: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时的身份是

(    )

A. 宰相

B. 参知政事

C. 枢密使

D. 地方官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对于历史的细节知识的考查。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

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推行一系列

的新法。 



19、下列标志着周王室在春秋时代的地位一落千丈,仅存虚名的选项是

(    )

A. 周郑交恶

B. 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

C. 周平王迁都洛邑

D. 三家分晋

【答案】：A

[解析】 公元前 707年,周桓王以周、蔡、卫、陈四国之师伐郑、为

郑国军队所伤,从此,周天子的威信下降,共主仅存虚名。周平王迁都是

东周的开始,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始,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春秋

时代大国争霸的开始。 

20、北宋东南地区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是(    )

A. 花石纲之役

B. 公田钱

C. 博买务

D. 公田法

【答案】：A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花石纲”。宋徽宗时期在苏州设置应奉局,

以搜刮南方地区的奇花异石,每十艘船为一“纲”,号“花石纲”,东南

地区的人民长期受其困扰,终于爆发了方腊领导的起义。 

21、城市的发展在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区别不包括(    )

A. 战国时代的城市在经济职能上远远超过了春秋

B. 市场是战国时代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C. 春秋时代城市的基本性质是政治中心

D. 春秋时代的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人口不多

【答案】：C

[解析】 古代城市的发展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考生有必要对每

个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有所掌握,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作为政治中

心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其他三项都是两个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区

别,需要重点记忆。 



22、元朝的南北经济联系的成果,还体现在一部集大成的农学著作上,

即(    )

A. 《氾胜之书》

B. 《农书》

C. 《四民月令》

D. 《齐民要术》

【答案】：B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无朝的农业成就。《农书》#者王祯,它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做系统研究的著作。《氾胜之书

》是汉成帝时的农学著作;《四民月令》是东汉晚期的崔定按季节总结

了当时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齐民要术》是北朝后期贾思勰总结了

西汉以来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古代农业技术著作

。 

23、下列政权中统一了北方的是(    )①北魏②前秦③北周④北齐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答案】：A

[解析】  

24、完成于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品不包括(    )

A. 《后汉书》

B. 《三国志》

C. 《宋书》

D. 《南齐书》

【答案】：B

[解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官家、私家都

注重修史,其中《后汉书》为刘宋时的范晔所做;《三国志》的作者是

西晋的陈寿;《宋书》作者是南朝梁人沈约;《南齐书》为南朝梁人萧

子显所撰。 



25、关于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打乱了东晋王朝的统治秩序

B. 连年战争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C. 使东晋的世家大族受到沉重打击

D. 北府兵的控制权落入寒门地主之手

【答案】：B

[解析】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延续十多年,

遍及东晋全境,给东晋的统治集团和门阀世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

起义給东南八郡的士族地主以沉重打击,所以使不少的土地回到了农民

的手中,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6、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刻印行的封建法典是(    )

A. 《开皇律》

B. 《唐律疏议》

C. 《宋刑统》

D. 《后周刑统》

【答案】：C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宋代的立法概况。宋太祖命人以《后周刑统

》为蓝本,编成《宋建隆详定刑统》30卷,简称《宋刑统》,这是宋朝第

一部正式法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刻印行的封建法典。 

27、为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西汉与北宋设置的官职分别是(   



 )①御史大夫②刺史③知州④通判⑤参知政亊

A. ①③

B. ②④

C. ②⑤

D. ③⑤

【答案】：B

[解析】 武帝元封初,废诱郡监察御史。继之,分全国为十三部(州),

各置部剌史一人,后通称刺史。刺史巡行郡县,以“六条”问事。宋初,

武将解除兵权之后,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在

州郡设通判,作为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并负贵监督官员

。 

28、“封锢山泽”是指将山林圈为私有,不允许百姓开垦或者从事其他

农业活动,下列选项中,实行了这一做法的是(    )

A. 前秦

B. 北魏

C. 前燕

D. 刘宋

【答案】：C

[解析】  

29、三国时期下列地区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    )

A. 黄河流域

B. 西南地区

C. 江东地区

D. 荆州地区

【答案】：A

[解析】 曹魏所在的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本身是历史发展最长的地

方,其他地区的发展时间尚短,再加上曹魏实行屯田制,屯田民由国家组

织、保护,给予优惠的政策,为了经济和军事的需要,还先后开凿和修整

了许多的水利设施,所以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30、下列是在春秋时代的齐、楚两国之间发生的是(   



 )

A. 城濮之战

B. 召陵之盟

C. 苏秦合纵

D. 葵丘会盟

【答案】：B

[解析】 公元前 650年,齐桓公联合多国伐楚,双方互不退让,后订立

盟约,使得楚国北进的锋芒受到打击,确立了齐受到中原各国拥戴的地

位,史称召陵之盟。苏秦合纵虽然也是在齐、楚之间进行的,但那是在

战国时代,城濮之战发生在晋、楚之间。 

31、下列选项中,控制了西域政权的是(    )

A. 前秦

B. 后赵

C. 前凉

D. 代

【答案】：A

[解析】 公元 370年,苻坚灭前燕,374年,夺得东晋的益州,376年,

灭前凉和代,382年,控制了西域,至此,前秦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考生应

对前秦对北方的统一过程有大致的了解。 

32、春秋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出现的最主要的条件是(    )

A. 各国变法承认土地私有

B. 牛耕逐渐普及开来

C. 铁制农具出现并逐步推广

D. 家庭观念越来越强

【答案】：C

[解析】 铁器的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提高了开垦能力,便于

深耕细作,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小农经济最主要的条件是铁制

农具的出现及逐步推广。考生需对其意义有深入了解。 



33、赵匡胤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他注意分散军权。

回答下列题:宋朝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

兵机构析为(   



 ),分掌禁军,合称“三衙,,

A. 殿前司、侍卫马军司、都指挥司

B. 侍卫马军司、都指挥司、侍卫步军司

C. 都指挥司、侍卫步军司、殿前司

D. 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

【答案】：D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北宋初期的禁军改革。选项 D符合史实,故选

。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长官分别是殿前都指挥使、马军

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 

34、20世纪 20年代初,以(    )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开始反思

A. 古史辩

B. 回向三代

C. 近代科学

D. 大同小康

【答案】：A

[解析】 从清朝末期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顾颉

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开创“古史辩”派。 

35、下列不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变法的内容的是(    )

A. 实行平籴法,维持经济秩序

B. 打击贵族势力,将其迁至荒凉地区

C.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国家收入

D. 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

【答案】：B

[解析】 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变法改革之一,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变法的内容考生应重点掌握,打击贵族势力,将其

迁至荒凉地区是吴起在楚国变法时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36、下列政权中不属于“五胡”建立的有(   



 )

A. 北燕

B. 冉魏

C. 前赵

D. 南燕

【答案】：B

[解析】 在西晋灭亡之后,黄河流域成为各民族争权夺利的主战场,

这一时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但是还有一些在“五胡”之外的民族

参与了斗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包括代、冉魏和西燕。考生应能准确

地掌握十六国的建立民族和时间顺序。 

37、范缜的《神灭论》一书,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    )

A. 佛教转生来世的学说

B. 寺院经济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C. 佛教在利用天命观进行欺诈

D. 寺院影响到政治发展

【答案】：A

[解析】 范缜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同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

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很明确地阐述了人生贫富的偶然性,反对佛教

的因果报应学说。考生应注意对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把握。 

3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选官制度的是(    )

A. 九品中正

B. 察举

C. 九品混通

D. 流外入流

【答案】：C

[解析】 九品混通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九品是赋税高低的品

级,国家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不是平均地分給各户,而是分为三等九品。

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只是徒有虚名。 



39、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环境的变化描述正确的是(    )

A. 环境状况急剧恶化

B. 环境状况良好

C. 对环境的破坏加剧

D. 对环境的破坏得到缓解

【答案】：D

[解析】 这个时期由于大量的农民南迁,北方从事农业的人口下降,

垦荒的步伐放缓,所以对环境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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