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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

2023-2024 学年度翠园中学高二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卷历史

一、选择题

1. 西周时，士大夫在日常交往中态度恭敬、敬语连连。表达意见时，或遵先王遗训，或引经据典，

力求做到婉转以达意。春秋时期，士大夫语言已表现出较多的随意性，不注意语态而“多言”，从个

人利益出发赋诗言志，进而断章取义。这一变化折射出（   ）

A. 中枢决策机制的调整 B. 宗法分封秩序的松动

C. 诸侯王间矛盾的缓和 D. 专制集权权威的削弱

2. 有学者研究简牍发现，秦代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下达的行政文书中通常有“书到相报，不报，追”

等字样，郡向属县下发文书时也特别要求“别书相报……”，汉代同类文书则不再额外强调。这说明

（   ）

A. 秦代集权体制有其限度 B. 汉代官吏管理水平提高

C. 汉代交通利于文书传递 D. 秦汉治国思想发生转变

3. 下表为汉代御史大夫的设立与演进概况。这一概况的形成是源于（   ）

西汉初年 “银印青绶”，“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

西汉末年 “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

东汉初年 “掌⋯⋯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及“四方水土功课”

A. 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 B.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

C. 君主专制能力的保证 D. 御史大夫和丞相之间的矛盾

4. 东汉有“三互法”：甲州人在乙州为官，同时乙州人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不但不能到乙州为官，

也不能到甲州为官。三州婚姻之家也是如此，例如，史弼是陈留考城人，其妻是山阳巨野人，朝廷

任命他为山阳太守，他以三互法为由，转拜为平原相。该制度设计旨在（   ）

A.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B. 弥补政府监察体系 不足

C. 完善官僚选拔制度 D. 推动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

5. 唐代选官，五品以上由皇帝救授，六品以下经由吏部考询后奏授，但 谏官补阙（七品）、监察

御史（八品）等多为敕授：一般官员，一任须经四考方可迁转，而御史三考即可升迁。这表明唐代

（    ）

A. 官员考选体系严密 B. 监察官员受到重视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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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科举取士有待完善 D. 官僚政治趋于成熟

6. 唐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钱时即下令“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唐律疏议》亦明文规定：

“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

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上述规定，旨在（   ）

A. 弥补中央财政的入不敷出 B. 彰显国家律令的至高权威

C. 保障通宝制钱的法币地位 D. 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钱荒

7. 读图，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文物存在关联，其依据是唐代（   ）

  

A. 中华文化辐射范围较广 B. 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西域控制

C.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D. 欧亚大陆商路联系比较活跃

8. 宋神宗时期，司马光曾上奏称：“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

则是赋敛愈重……富室差得自宽，而贫者困穷日甚。"司马光此言意在（   ）

A. 建议宋神宗改革赋税制度 B. 维护社会下层的根本利益

C. 谴责政府的横征暴敛行为 D. 批评王安石变法违背初衷

9. 面对饥荒，宋代潭州知州李允则主张“先赈后奏”开官仓济民，转运使却坚持“先奏后赈”。李

允则解释说：“如果奏报朝廷要花一个多月时间，恐怕来不及了”，转运使还是不准。李允则无奈，

只好以家产作为抵押，转运使才勉强同意他开官仓平粜谷米救济灾民。这反映出（   ）

A. 政府在赈灾中失去主体作用 B. 宋代转运使的权力膨胀

C. 儒家思想观念影响吏治行为 D. 古代救灾赈灾机制僵化

10. 明代沿袭元代的匠籍制度，将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隶属于官府，世代相袭。清初废除匠籍

制度，官营制造局改用雇佣劳动方式进行生产。由于待遇较丰，所以工匠有着一定的劳动积极性，

官营制造局生产相当稳定。这（   ）

A. 源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B. 反映工匠人身依附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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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动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 D. 体现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

11. 明太祖曾以通俗文风亲自编订《大诰》，收录了 236个案例（判例），颁之郡县，规定“每里置

塾，聚徒教颂”，强令全体臣民讲读遵守，并将这些案例“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大明律》）”。这

些举措（   ）

A. 有利于法律向社会基层普及 B. 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目的

C. 推动了中华法系的正式确立 D. 进一步推动了律令的儒家化

12. 16 世纪初，中国金银比价是 1：6，欧洲是 1：12，日本是 1：10。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一现象

（   ）

A. 反映了清朝初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B. 促进了中国白银货币化发展

C. 源于新航路开辟致金银汇率波动 D. 推动了中国海禁政策的实施

13. 清康熙帝规定：清宗室封爵须经朝廷考封，即袭封或受封者需要先经过马射、步射、清语三项

考试。三项全优者，方能袭、受应得之爵，否则，根据优劣降封一至三等，最劣者不封。这一规定

（   ）

A. 规范了授官程序 B. 构建了严密 贵族等级

C. 凸显了专制集权 D. 完善了科举考试 内容

14. 明清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对“乡贤”的祭祀。在山东，明代乡贤都是政绩卓著、清正廉洁的官

员，且“生于斯”；清代乡贤发展到包括官员、孝子和其他善行义举之人在内的社会贤达，重视“生

于斯”也重视贡献于斯。这样的变化意在（   ）

A. 强化儒学的政治主导地位 B. 凸显地方治理的民本理念

C. 充分发挥乡贤的教化功能 D. 提高社会的精神文化认同

15. 19 世纪中后期，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货币特色的“虚银两”，从货币信用

与运行机制上看，“虚银两并无实物存在，仅作为实物银的价值符号和折算标准而存在，代表白银

发挥货币职能”。由此可知，“虚银两”的形成（   ）

A. 反映了清政府经济主权受损 B. 适应了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C. 说明白银实物不被市场认可 D. 因太平天国运动被政府默许

16. 如图为清代咸丰同治时期政府财政收入中田赋、关税、厘金（初为筹措军饷而在内地交通要道

对过往货物额外加征的一种商税，后成为定制）构成变化情况。图中“▄”“▲”“◆”分别代表

的是（   ）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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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税、厘金、田赋 B. 田赋、关税、厘金

C. 田赋、厘金、关税 D. 关税、田赋、厘金

17. 1917 年，胡适在其文中写道：“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

卑不足道矣。”由此可见，胡适（    ）

A. 察觉到国人民族意识淡薄 B. 提倡抛弃传统的思想文化

C. 提出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 D. 认识到学术救国的局限性

18. 上世纪 50年代初，国家实行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统一由人民银行管理，外汇使用须经中央财经

经济委员会审核，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近期使用的可以留下外，须一律存入国家银行，

这一政策延续了近 30年。政策的实施

A. 加快了对私营企业 改造步伐 B. 保证了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C. 加强了国家计划的指令性地位 D. 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19. 1960年，我国科研经费支出比 1952年增长近 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达 196.9万

人，平均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 30名，比 1952年增长 3倍。上述变化的直接原因是（   ）

A.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B. 海外科研人员归国

C. “双百”方针的提出 D. 两个五年计划实施

20. 中世纪的西欧有谚语云：“想涨租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土地一样难”，农民有一套办法来抵制地主

加租。而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一条鞭法”实施，要限制统治者的额外盘剥，都是很难的。这主要源

于（    ）

A. 主流意识的不同 B. 基层治理的差异

C. 经济发展的差距 D. 自然条件的差别

二、非选择题

2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人才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

的



试题

试题 5

材料一  独秦（国）不然，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宋·洪迈）

春秋以来尤唯贵戚世臣是赖，虽以罪诛，皆不绝世……列国独秦无世臣，而迭天下。

——（清·钟文桑）

材料二  虽有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故官无常贵，

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

——（战国·墨子）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战国·韩非子）

（1）概括材料一中对秦国用人的不同见解，并指出在目的上的相同之处。

（2）指出材料二用人观反映的社会关系变化，并说明秦国变法相关举措与这一变化的联系。

22. 2022年 7月 12～15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新疆进行了为期 4天的考察，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

们要好好研究新疆历史，真正认识到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阅读材料，完成下

列要求。

材料  新疆重要历史遗迹及其介绍

历史

遗迹
相关介绍

楼兰

古城

处于西域的枢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繁华之邦。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域马、葡萄、

珠宝，最早都通过楼兰交易；后来楼兰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引发后人无限遐想

高昌

古城

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内，奠基于公元前 1 世纪，由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

建，汉、魏、晋历代均派有戊已校尉驻扎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称为“戊已校尉城”

北庭

故城

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它是在汉代西域的车师后国王庭金满城的基础上扩建

而成的，是唐代设立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曾出土过唐代铜狮和玉石镇纸等大批文物

龟兹

古城

西域古国之一，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汉唐时期，中央政府都以龟兹为西域的

政治中心。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班超任都护一职，将西域都护府迁互龟兹。唐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和唐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曾两度将安西都护府设置于龟兹，

其辖 4 镇、16 府、72 州之地

交河

故城

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

保存了两千多年的最完整的都市遗迹，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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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

将军

府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西域，于 1762 年

设伊犁将军府管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1871 年，沙俄支持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势力侵

入新疆，并趁机出兵占领伊犁，左宗棠出兵新疆打败阿古柏势力并于 1881 年通过谈判从沙

俄手中收复伊犁

结合历史上新疆与内地往来的史实，论证“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这一观点。（要

求：史论结合，持论有据，逻辑严密）

2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美国南北战争后是经济的“镀金时代”，工业

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据【美】路易斯 D约翰斯顿《历史课：理解制造业的衰退》整理

材料二  

——摘编自张宇燕、郭濂主编《中美经济结构与宏观政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图中所示现象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 1947—2012年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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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度翠园中学高二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卷历史

一、选择题

1. 西周时，士大夫在日常交往中态度恭敬、敬语连连。表达意见时，或遵先王遗训，或引经据典，

力求做到婉转以达意。春秋时期，士大夫语言已表现出较多的随意性，不注意语态而“多言”，从个

人利益出发赋诗言志，进而断章取义。这一变化折射出（   ）

A. 中枢决策机制的调整 B. 宗法分封秩序的松动

C. 诸侯王间矛盾的缓和 D. 专制集权权威的削弱

【答案】B

【解析】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题干信息，西周士大夫在日常交往中态度恭敬、敬语连连，反映了崇尚

尊卑等级和贵族礼仪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影响，春秋时期士大夫语言已表现出较多的随意性，与宗

法礼乐制度的逐渐瓦解和贵族阶级的衰落有关，可见从西周到春秋士大夫语言和语态的变化，折射

出原有的社会秩序正在松动，B 项正确；士大夫语言的变化体现对士大夫的控制相对松弛，与中枢

决策机制的调整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A 项；题干反映西周到春秋士大夫语言和语态的变化，是由于

原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导致，结合所学，春秋时期由于原有的分封制、宗法制遭到破坏，诸侯之

间为争夺土地，矛盾激化，排除 C 项；专制集权制度在战国时期才逐渐开始形成，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 有学者研究简牍发现，秦代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下达的行政文书中通常有“书到相报，不报，追”

等字样，郡向属县下发文书时也特别要求“别书相报……”，汉代同类文书则不再额外强调。这说明

（   ）

A. 秦代集权体制有其限度 B. 汉代官吏管理水平提高

C. 汉代交通利于文书传递 D. 秦汉治国思想发生转变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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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时空是：秦汉时期（中

国）。据题干信息可知，秦代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下达行政文书后，要求对方收到后作书回复，未回

复的要督促，结合所学，当时受交通条件等的限制，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政令传达、沟通联络还不能

完全确保通畅，因此要求收到文书后回复，以确保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反映秦代集权

体制有其限度，A 项正确；材料体现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而非官员管理，排除 B 项；

汉代交通条件相比秦朝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排除 C 项；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秦汉的治国思想是相近

的，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3. 下表为汉代御史大夫的设立与演进概况。这一概况的形成是源于（   ）

西汉初年 “银印青绶”，“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

西汉末年 “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

东汉初年 “掌⋯⋯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及“四方水土功课”

A. 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 B.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

C. 君主专制能力的保证 D. 御史大夫和丞相之间的矛盾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原因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汉代（中国）。根据材料“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可知汉朝

初年，御史大夫不仅可以监察百官，也能辅佐丞相；根据材料“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

并结合所学可知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改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地位有所提升，但实

权却早自武帝时期便逐渐移于尚书，变为虚位；根据材料“掌⋯⋯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 “四

方水土功课”并结合所学可知，东汉只称司空，掌水土营建等事，与原御史大夫职权无甚关联。结合

所学可知，御史大夫不断远离内朝决策中心，皇权集中，君主专制不断强化，C 项正确；材料的主

旨信息是君主专制的强化，未体现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排除 A 项；材料所述与社会保障体系无关，

排除 B 项；材料所述现象是加强皇权的需要，并非御史大夫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 东汉有“三互法”：甲州人在乙州为官，同时乙州人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不但不能到乙州为官，

也不能到甲州为官。三州婚姻之家也是如此，例如，史弼是陈留考城人，其妻是山阳巨野人，朝廷



试题

试题 10

任命他为山阳太守，他以三互法为由，转拜为平原相。该制度设计旨在（   ）

A.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B. 弥补政府监察体系的不足

C. 完善官僚选拔制度 D. 推动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

【答案】A

【解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68014104043007010

https://d.book118.com/368014104043007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