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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二中 2023-2024 学年度下学期 4 月阶段测试高一(26

届)历史试题

说明: 1.考试时长 75 分钟, 满分 100 分。

2.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第Ⅰ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3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

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古希腊“被隔开的几片平原可以联成一个城邦，相连的平原也可以分裂为几国、亚狄加

有三块被山脉分隔的平原，但却无碍于雅典的统一；在彼奥提亚平原上，却分裂为底比斯、

普拉提亚等好几个小城邦。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分立的城邦越来越倾向于联合，酝酿着超

城邦的统一局面。”这段材料揭示出（   ）

A. 古希腊地理环境与民主制形成密切相关

B. 城邦政治是古希腊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

C.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古希腊走向政治统一

D. 用山川形势解释希腊城邦割裂并不恰当

2. 如图是一座巨大的玄武岩石碑，上方的浮雕展现了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获得王

权的情景，浮雕下方刻着上千行的法典条文。该石碑（    ）

A. 宣扬了神意立法的政治理念 B. 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

C. 融合了征服地区的宗教习俗 D. 见证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

3. 在古埃及，国王是众神之一，他们的去世会被埃及人视作“与众神汇聚”，同时在现世

与来世彰明统治，而埃及民众也因此负有为国王修建神庙、陵墓和供奉他们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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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神化”反映了古埃及（   ）

A. 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 B. 文明古国的农耕文化

C. 王权至上的内在逻辑 D. 世袭继承的传统习俗

4. 中亚地区阿伊哈努姆遗址（约公元前 4 世纪末至公元前 2 世纪下半叶）出土了丰富的文

物，包括希腊人物和神像雕塑、太阳神阿波罗神像的鎏金银盘、大夏和印度古钱，甚至亚

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据此推断，该遗址是（    ）

A. 迄今已知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B. 亚述帝国统一两河流域的见证

C. 亚历山大远征交流碰撞的产物 D. 古希腊人建立海外城邦的例证

5. 基督教诞生后，在欧洲大陆传播的最初三个世纪步履维艰，基督徒的宗教活动鲜见于史

册记载；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后取得合法地位。这说明（   ）

A. 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曲折发展 B. 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发祥地

C. 基督教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D. 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中融合发展

6. 庄园制度是中世纪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中世纪晚期，随

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速发展和渗入农村，黑死病的流行等因素的影响，庄园制度瓦解了。

庄园制度的瓦解（   ）

A. 有利于欧洲的社会转型 B. 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

C. 是市民斗争的必然结果 D. 标志着封建统治的结束

7. 1480年，伊凡三世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采用拜占庭双头鹰的古国徽，宣布自己是

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自称是“全俄罗斯的国王”。这说明（   ）

A. 俄罗斯深受拜占庭帝国影响 B. 伊凡三世开启沙皇俄国统治

C. 伊凡三世大力强化中央集权 D. 俄罗斯发展成世界最大帝国

8. 在东晋高僧法显（337-420年）的笔下，笈多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和平、繁荣，帝国之

内，不需要通行证。这些记载反映了（   ）

A. 加纳的繁荣发展景象 B. 丝绸之路开辟的历程



第 3 页/共 17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C. 北印度地区社会状况 D. 中日两国间友好往事

9. 古代的阿拉伯人“把商人看作最受尊敬的人”。“商人”这个词语的内涵将“聪明人”与

“商人”集于一身。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这一观念进一步被深化和强化，“正直的商人被认

为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典范”。据此可知，阿拉伯帝国（   ）

A. 忽视国内农业发展 B. 重商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

C. 垄断了东西方贸易 D. 引领世界商业发展的潮流

10. 15-16世纪，位于安第斯山峡谷中的古都库斯科城在每年 6月的印蒂赖米节都会万人空

巷，人们聚集到中央广场上参加宗教庆典。太阳刚一露脸，全场便欢声雷动鼓号齐鸣，全

副武装的国王带领民众面向太阳顶礼膜拜。据此可知（   ）

A. 中美洲玛雅人盛行太阳神崇拜 B. 古代印加人具有灿烂的文明

C. 阿兹特克人国家进入鼎盛时期 D. 阿克苏姆王国成为地区强国

11. 下表所示是古代亚欧文明和古代美洲文明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挑战时采取的措施。

对此解读最合理的是（   ）

人类发展面临共同挑

战时

古代美洲人的解决策

略
古代亚欧文明 解决方法

如何解决群落的生存和

生产问题

培育玉米、马铃薯、

番薯等，驯化羊驼

培育大小麦、水稻和粟，饲

养羊、猪、狗

如何解决记事、统计、

传递信息、时间管理

多神崇拜，祭祀神灵，

创造文字、太阳历，

发明了 20进制

祭拜太阳、天，创造文字，

发明了历法，创造数字和进

位制

如何治理地域广阔、人

口众多的国家

集权，划分政区，建

立税收、道路系统，

迁移人口

实行君主专制，建立对地方

直接控制的政治制度、道路

系统、税收系统

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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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古代文明发展具有共通性 B. 早期各个区域文明同时产生

C. 美洲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 D.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12. 如图邮票中的航海家“TASMAN”毕生追求船只、惊涛骇浪，1642年他奉命率队去探测

“南方的陆地”，发现“地球上剩下的未知部分”。该航海家（   ）

A. 得到了西班牙王室资助 B. 率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C. 最先率领船队驶达印度 D. 开辟了南太平洋新航线

13. 1482年，若奥二世为实现“绕过非洲，抵达印度”的目标，任命卡奥率领船队向南航

行，在刚果河口立下第一根大理石标注，以标志对所达之地的殖民占领权，并劝诱刚果国

王改信基督教。这说明当时（   ）

A. 英国国王开启对外殖民之路 B. 多重因素推动西欧人远航探险

C. 西班牙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 D. 欧洲人找到了直达印度新航路

14. 17世纪初期开始，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一些用品，如纺织布、铁壶、铁斧、鱼钩、锄头和

枪支等，很快融入了印第安人的生活。印第安人对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和铜制品尤其喜欢，这

些东西用在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庆典中。这反映出当时（   ）

A. 美洲社会向近代转型尤为缓慢 B. 物品交流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C. 美洲宗教信仰和习俗发生变化 D. 欧洲与美洲文化在碰撞中趋同

15. 16世纪末叶，新果阿成为里斯本到澳门航线的中转站，如图中地图为里斯本国家图书

馆藏，如图中华丽的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可视为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

制与改写。这份地图可用来印证（   ）



第 5 页/共 17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A. 拜占庭帝国控制传统东西方贸易 B. 阿拉伯人成为东西方交流 桥梁

C. 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陆的殖民扩张 D.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早期殖民活动

16. 16世纪初，意大利威尼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公司都清楚地认识到，为了防止葡萄

牙的好望角航线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暂时搁置冲突。这反映出当时（   ）

A. 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缔结成同盟 B. 新航路开辟冲击了世界贸易格局

C. 地中海沿岸兴起了资本主义萌芽 D. 葡萄牙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殖民

17. 下表所示为不同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商品的构成变化（占总价值的比例）。

这一变化反映了英国（   ）

商品
1668—1670

年

1758—1760

年

胡椒 25.3% 4.4%

纺织

品
56.6% 53.5%

生丝 0.6% 12.3%

茶叶 0.03% 25.3%

其他 17.5% 4.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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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外贸易呈现下降趋势 B. 价格革命得到迅速发展

C. 国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D. 海外殖民活动发展受挫

18. 孟德斯鸠认为，在共和政体中应教育人们热爱法律和祖国，要求人们不断地将公共利

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立法权与执法权应该属于人民。在君主政体中为防止专制或约束君

主的权力，应该借助贵族，教会与法院的力量。据此可知，孟德斯鸠（   ）

A. 倡导政治理性的应用 B. 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C. 推崇法律和政治自由 D. 要求根本改变传统政治结构框架

19. 14世纪，意大利学者蓬波纳齐认为现世生活是人特有的，主张用现世的生活来规定人

的目标；法国的拉伯雷提出追求享乐和幸福乃人的天性，而人之善正在于追求现世的快

乐。二人的主张体现了（   ）

A. 唯物主义思想 B. 自由主义理念 C. 理性主义原则 D. 人文主

义精神

20. 下表所示是某位史学家对欧美某国宪政进程特点的表述。该国是（    ）

该国宪政进程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步履维艰，这是因为早期该国

长期保持分崩离析状态，政治经济发展落后，缺乏启动宪政进程的历

史条件。后来在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旧封建王朝又有幸占据了主导

地位，发挥了显著作用，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强悍的“权力巨人”。

A. 英国 B. 法国 C. 德国 D. 美国

21. 1877 年，日本生丝出口量仅为中国生丝出口量的 30%，价值仅为中国的 19%，但到

1897 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已经达到中国生丝出口量的 70%，而日本的生丝出口值则为中国

生丝出口值的 102%。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

A. 日本国内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B.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

C. 明治维新完成日本近代化进程 D. 垄断资本主义发挥了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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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表内容是近代法国某一报刊的演变，这种变化（    ）

时间 名称 主要内容

1662 年 《法兰西公报》

持续且准确地关注国家的内外状

况：说明当时的政治是什么，欧

洲各主权者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1792 年 《法兰西国民公报》

头版封面新增铭文“自由”和

“平等”；为公众提供即时、连

续、完整的新闻报道，并基于宪

法原则增加了关于国外资讯、战

事细节、首都和各省市时事的内

容

A. 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B. 促进了君主立宪思想的快速传播

C. 适应了政治变革的需要

D. 主导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

23. 史学家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写到，“事实似乎足够证明，第一批

发明家决不是科学家。他们是工艺匠，由于处在实际问题面前，他们就运用他们的天然智慧

以及他们的工业习惯上的和工业需要上的高深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其旨在说明（    ）

A. 实现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 B. 科学理论对生产实践影响深远

C. 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重要 D. 生产逐渐集中并出现垄断组织

24. 德国政治经济学之父李斯特在 19世纪 40年代多次说道：生机勃勃的工业是民族精神

的一剂补药。对经济问题漫不经心是危险的——且不论和英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很落后，而

且德国人将远远落后于法国人和北美人，甚至远远落后于俄国人，这是一种明显堕落的状

态，其前景足以将任何爱国者都吓得手足无措。这种观点旨在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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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德意志与其他国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B. 德意志具备得天独厚的工业资源优

势

C. 通过推进经济一体化实现德意志统一 D. 发展工业经济以提升德意志民族

认同

25. 19 世纪上半叶，巴黎兴起一种全新的社交形式——俱乐部。1860 年，登记在册的重要

俱乐部有 21 家，1885 年增加到 73 家。俱乐部不限制出身，成员逐渐从贵族变为商界人

士、银行家、律师、知识分子等。这种社交形式的出现及发展（    ）

A. 为启蒙运动提供思想基础 B. 反映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C. 表明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 D. 改变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26. 英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对

此，英国史学家表示：“保护，尽管在早些阶段是必要的，现在对于工业界来说却是个烦

人的累赘，工业界没有可以看得见的竞争对手，只希望尽量低成本地生产，尽量广泛地销

售其产品。”英国这一状况（    ）

A. 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B. 凸显了推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

C. 根源于垄断组织的产生 D. 提高了国内各阶层的生活水平

27. 1871年 3月 26日，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在公报中说：“我们热诚希望和解，我们满怀

喜悦的心情想实现联合，以达到我们努力追求的目的。因此，我们曾向反对我们的人开诚

布公地伸出友谊之手。”这表明巴黎公社的领导者（    ）

A. 放弃了暴力斗争的革命方式 B. 尝试以和平的手段实现目标

C. 极力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 D. 积极促进国际工人阶级联合

28. 马克思指出了协作与各种不同的分工形式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

虽然分工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缩短工人必要劳

动时间，延长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这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

A. 生产工具在工业化时代有了质的飞跃

B. 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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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作分工的根本目的是获得高额利润

D. 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实现人的根本解放

29. 1893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一文中写道：“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

出（革命 ）信号，但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德国；而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

中，那么即便法国和德国都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他意在强调（   ）

A. 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B. 工人斗争应突破民族国家范围

C. 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 D. 西欧国家阶级矛盾呈现不平衡

30. 下图是 1888年的美国政治漫画，名为“埃及水域的章鱼”。这幅漫画旨在说明（   ）

A. 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必要性 B. 美英争夺埃及的矛盾

C. 殖民地己经被西方瓜分完毕 D. 英国帝国主义的本质

31. 19世纪前，欧洲列强对非洲的侵略以暴力掠夺为主要特征，包括掠夺黄金、贩卖奴隶

等。19世纪后，欧洲列强的侵略方式逐渐转变为领土占有和殖民。这一侵略方式的转变

（   ）

A. 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适应 B. 源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

C. 以满足资本原始积累为目的 D. 开启了列强在非洲的殖民争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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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世纪末，提拉克指出，农民是印度的基本要素和脊骨， “印度就意味着这些工人和

农民”；早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奥罗宾多·高士也说： “印度无产阶级还在沉睡中……

谁认识和发动了这支力量，谁就能掌握国家未来的命运”。这表明他们（   ）

A. 重视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斗争 B. 致力推动印度的自治

C. 提倡采用非暴力的斗争方式 D. 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33. 1826年，玻利瓦尔首次邀集墨西哥、秘鲁等在巴拿马召开大会，秘鲁与哥伦比亚订立

《长期联盟、同盟和邦联条约》。不同于欧洲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该条约提出要维护

“每一个美洲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该条约（   ）

A. 意在捍卫拉美独立运动成果 B. 使拉美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

C.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D. 标志美洲融入了国际法体系

34. 拉美植物学家卡尔达斯（1768—1816年）曾说，他所有研究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国家的

研究和发展“提出一个美洲模式”，他坚信拉丁美洲摆脱欧洲的政治枷锁的同时，还需要去

除对欧洲的科学依附。这一言论折射出当时拉丁美洲（   ）

A. 实现了科学思想领域的大联合 B. 文化的混合性特点

C. 科学启蒙与政治独立的一致性 D. 民主革命任务艰巨

第Ⅱ卷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2 小题，均为必答题，共 32 分。

35.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古典时代的雅典拥有一个作为市场的中心广场，公民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多在这

里进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市场必然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的广场我们可以用来消

磨闲暇的时光，市场则可供我们交换各种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宗教圣地、露天剧场、

体育场馆等公共生活空间，也成为城邦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

生活的画面。这些公共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为数众多的公民经常聚集于此，以参加

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这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

——摘编自邵令《古希腊公民的公共闲暇活动》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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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中复苏的关键，使得商人的力

量日益壮大起来，正是他们领导斗争，城市才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古典城市

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的最为

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

名称。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它不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

全意义上的自我统治的象征。

——摘编自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三 到 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 50%，英国总人口 1800万，其中城市人口

占 52%，城市中人口 10万以上的城市有 10个，法国仅 5个。以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为

例，工业革命前，这里人口仅在 1万人左右，仅有几条又脏又暗的街道，没有市政机关，

也无权选派议会议员。1786年阿克莱特纱厂在此创办，仅过 15年后，该地已经建成 50家

纱厂，成排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同时，城市中心区域已开始美化，

那里开辟了宽阔的街道，旁边设有商店，街道有了照明，还成立了城市消防队。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材料四 17~18世纪，随着西欧各国的宫廷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城市承担起

传承经济文化的功能。剧院、音乐厅、咖啡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戏剧不再是

王公权贵的专属，而成为市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大众剧院摆脱了宫廷戏剧的演出套

路，上演了众多关注市民生活和讽刺政治的优秀剧作。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的趋势同样影响

着西欧音乐的发展。在巴黎的公共音乐厅，交响音乐会和大型歌剧频繁上演，满足了民主

时代人们的愿望。自 1662 年伦敦首家咖啡馆开业后，咖啡馆成为市民读报、交谈和讨论

时政的自由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公共场所的话题不再聚焦于文艺的评头

论足，逐渐转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这引起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恐慌，不少公共场所

因此而被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拨思想的场所”。

——摘编自许正林、李倩《近代西欧报刊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希腊公共生活场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发展状况。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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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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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种植园奴隶制经济盛行于葡属巴西、西印度群岛和西属南美殖民地大西洋沿

岸等热带及亚热带作物区。最初在种植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印第安人，后来大批印第安人

因劳累过度而死亡。为了补充劳动力，殖民者又从非洲贩运大量黑人充当奴隶。在巴西，

黑人奴隶约占全国 350 万人口的一半以上。19 世纪初，西属拉美殖民地纷纷独立，并废除

了黑人奴隶制。巴西的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和上层保守分子为了预防革命的爆发，在 1822

年拥戴葡萄牙王子彼得罗为帝，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奴隶制种植园主是君主政治的社会

支柱，而君主政体则维护奴隶制种植园主的利益。

材料二  残酷的种植园奴隶制造成奴隶大批死亡，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人数也不断下

降。同时，在巴西种植园中出现了“合同制”，吸引了大批欧洲侨民迁居巴西。随着资本主

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劳动制的冲突日益尖锐，要求废除奴隶制和推翻君主制的运动

日益高涨。1883 年，国内各种废奴协会的代表成立了废奴主义同盟，领导全国的废奴运

动。1888 年，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次年，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刘祚昌等《世界通史·近代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巴西种植园奴隶制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巴西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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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二中 2023-2024 学年度下学期 4 月阶段测试高一(26

届)历史试题

说明: 1.考试时长 75 分钟, 满分 100 分。

2.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第Ⅰ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3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

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古希腊“被隔开的几片平原可以联成一个城邦，相连的平原也可以分裂为几国、亚狄加

有三块被山脉分隔的平原，但却无碍于雅典的统一；在彼奥提亚平原上，却分裂为底比斯、

普拉提亚等好几个小城邦。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分立的城邦越来越倾向于联合，酝酿着超

城邦的统一局面。”这段材料揭示出（   ）

A. 古希腊地理环境与民主制形成密切相关

B. 城邦政治是古希腊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

C.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古希腊走向政治统一

D. 用山川形势解释希腊城邦割裂并不恰当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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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

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古代（希腊）。据所学知识可知，传统观点认为古希腊地区，山地

多，耕地少，山脉将古希腊地区自然的划分为一个个的城邦，有利于各城邦独立自治，据

材料“相连的平原也可以分裂为几国、亚狄加有三块被山脉分隔的平原，但却无碍于雅典

的统一”可知，相连的平原也有隔离，但山脉分隔的平原也有国家的统一，这是一种不同

于传统观点的理论，认为用山川形势解释希腊城邦割裂并不恰当，D项正确；传统观点认

为自然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城邦的形成及民主政治，但材料却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并非造成

城邦形成的原因，排除 A项；材料涉及的是自然地理环境与城邦的形成，没有涉及古希腊

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城邦政治，排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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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材料没有涉及商品经济对古希腊政治的影响，排除 C项。故选 D项。

2. 如图是一座巨大的玄武岩石碑，上方的浮雕展现了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获得王

权的情景，浮雕下方刻着上千行的法典条文。该石碑（    ）

A. 宣扬了神意立法的政治理念 B. 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

C. 融合了征服地区的宗教习俗 D. 见证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本质题。据本

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古代巴比伦。根据材料可知，该石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

“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获得王权”，体现了君权神授，另一部分是“法典条文”，由

此可以判断该石碑宣扬了神意立法的政治理念，A 项正确；材料中没有法典条文的具体内容，

无法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排除 B 项；材料中未涉及征服地区与被征服地区的相关信

息，无法得出融合了征服地区的宗教习俗的结论，排除 C 项；材料信息体现不出欧亚大陆

的文化交流，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3. 在古埃及，国王是众神之一，他们的去世会被埃及人视作“与众神汇聚”，同时在现世

与来世彰明统治，而埃及民众也因此负有为国王修建神庙、陵墓和供奉他们的责任。 “国

王的神化”反映了古埃及（   ）

A. 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 B. 文明古国的农耕文化

C. 王权至上的内在逻辑 D. 世袭继承的传统习俗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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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根据题干关键信息

可知准确时空是：古代（埃及）。根据材料“在古埃及，国王是众神之一，他们的去世会被

埃及人视作‘与众神汇聚’，同时在现世与来世彰明统治”可知，古埃及国王神话自身，加

强统治，强调的是王权至上，C项正确；材料与国家组织能力无关，突出的是王权，排除

A项；材料未涉及农耕文化，排除 B项；材料体现的是古埃及国王利用神权来强化统治，

非世袭继承传统习俗，排除 D项。故选 C项。

4. 中亚地区阿伊哈努姆遗址（约公元前 4 世纪末至公元前 2 世纪下半叶）出土了丰富的文

物，包括希腊人物和神像雕塑、太阳神阿波罗神像的鎏金银盘、大夏和印度古钱，甚至亚

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据此推断，该遗址是（    ）

A. 迄今已知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B. 亚述帝国统一两河流域的见证

C. 亚历山大远征交流碰撞的产物 D. 古希腊人建立海外城邦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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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

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公元前 4世纪末至公元前 2世纪下半叶（世界）。据材料内容可

知，在中亚地区发现了希腊文化的元素。结合所学内容可知，公元前 334～公元前 324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对东方波斯等国进行的侵略战争，把希腊文化带到中亚地区，所

以该遗址应该是亚历山大远征交流碰撞的产物，C项正确；A项错在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在前 3000年左右就有了城市的遗址，排除 A项；亚述帝国统治时间是（约前 26世纪初---

前 609年），与题意时间不符，排除 B项；古希腊人建立的海外城邦主要是在地中海沿岸，

没有在中亚地区建立海外城邦，排除 D项。故选 C项。

5. 基督教诞生后，在欧洲大陆传播的最初三个世纪步履维艰，基督徒的宗教活动鲜见于史

册记载；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后取得合法地位。这说明（   ）

A. 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曲折发展 B. 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发祥地

C. 基督教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D. 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中融合发展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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