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第四次月考

高三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75分钟  试卷满分100分

※考生注意：请在答题卡各题目规定的区域内作答，答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 《国语》《墨子》《竹书纪年》《史记》都有关于夏朝的记载，但殷墟数十万甲骨文片中 

都没有提到夏朝，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又明确了商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只是没有带 

文字的文物出土证明是“夏 ”，经综合考证，考古学家认为，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这 

说明(   )

A.  史料的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B.  文献史料由于其主观性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C.  历史研究需要实物史料佐证才具有科学性

D.  科学地进行考古研究一定能证明夏朝存在

2.  西汉时期引经注律的风气盛行，律学由此产生，著名的作品如“大杜律 ”和“小杜  

律 ”。律学实际上成为经学的一个分支。到了东汉，许多经学大师又是著名的律学家， 

如东汉郑玄著有“郑氏章句 ”。这反映了汉代(   )

A.  法律体系日益发展完善                        B. “大一统 ”影响治国思想

C.  法家逐渐成为儒学分支                        D.  法律的儒家化发展趋势

3.  下表为开皇年间（581－600 年）隋文帝采取的部分举措。这些举措表明他(   )

时间 举措

开皇三年 诏举贤良

开皇七年 制诸州岁贡三人 ”

开皇十八年 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A.  注重吏治的清明      B.  逐步废止了门阀士族操纵的选官制

C.  看重官员的品行      D.  建立了由下而上举荐官员的新制度

4.  下表表明中国古代赋税的演变趋势是(   )

时期
赋税制 

度
内容



北魏
租调徭 

役
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乘二十石

隋至唐中 

期

租庸调 

制
凡丁岁役二句，无事则收其庸



唐中后期 两税法
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 

差

A.  人身束缚逐渐减弱                          B.  农民负担不断减轻

C.  土地兼并愈发严重                          D.  政府赋税剥削沉重

5.  乾隆时期，浙江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 ”，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 

福建、山东、直隶等地，“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当时有所谓“大商贾一年之计，夏  

丝秋烟 ”的说法。这种现象(   )

A.  改变了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        B.  推动了农业经营结构的变化

C.  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D.  助推自然经济开始走向解体

6.  如图所示为 1842— 1856 年中英双边正当贸易总值变化情况。 由此可知，当时(   )

（单位：英磅）

A.  中国保持对英经济竞争优势                  B.  近代民族工业抵制外来商品

C.  英国对华侵略诉求日益增强                  D.  协定关税未对外贸产生影响

7.  如图的门牌，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发的门牌。当时颁发的门牌的主要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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