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考研（历史）模拟题

第一部分  单选题(90 题)

1、下列关于均田制的描述中,正确的一项是(    )

A. 均田制创制于魏晋时期

B. 是府兵制的经济基础

C. 是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D. 其最根本的受益者是农民

【答案】：B

[解析】 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内容之一,名为均田,实际

上是基本保持原有的土地占有不均的状况不变,实际受益的是大族地主

,他们用隐瞒土地的手段对付政府,同时又因为拥有大量的奴婢和耕牛,

能获得更多的土地。 

2、我国灌钢法的发明是在(    )

A. 战国时期

B. 秦汉时期

C. 南北朝时期

D. 隋唐时期

【答案】：C

[解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炼钢技术有了很大

的发展,陶弘景的灌钢法就是把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再加以锻打,

就可以成为优质的钢。考生应注意对南北朝时斯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

成就加以掌握。其他方面如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和造纸业也有长

足的进步。 

3、下列文学作品中,不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是(   



 )

A. 《孔雀东南飞》

B. 《文心雕龙》

C. 《诗品》

D. 《敕勒歌》

【答案】：A

[解析】 《孔雀东南飞》成于建安时期,并非南北朝时期;《敕勒歌

》为北朝民歌,《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则为南朝齐、梁时人;《诗品

》是南朝梁人钟嵘所作。考生应对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大致的了解,

可能在细节题中出现。 

4、以下关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B. 婚姻形态相应转变

C. 财产继承制度改变

D. 是由经济关系变化引起的

【答案】：D

[解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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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韩非子》载上古之世,民食瓜果蚌蛤,腥臊恶臭,民多疾病,有圣人

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我国懂得“钻燧取火”的远古居民相当于(   



 )

A. 元谋人

B. 蓝田人

C. 北京人

D. 山顶洞人

【答案】：D

[解析】 本题首先旨在考查考生的文言文的基本功,即考生要概括出

哪个年代是人工取火的年代,这是回答本题的前提,然后再对照选项即

可得知选项 D符合题意,应选。 

7、宋太宗时,在成都设(    ),规定布帛、盐、酒等,由其专卖,禁止商

人贩卖和农民出售

A.均输官

B.平准官

C.博买务

D.转运使

A. A

B. B

C. C

D. D

【答案】：C

[解析】 博买务是宋代设置的垄断收购民间物产的机构,其他前代已

有。 

8、在北魏实行的三长制中,不包括(    )

A. 邻长

B. 里长

C. 乡长

D. 党长

【答案】：C

[解析】 三长制为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它代



替了宗主督护作为地方的基层行政制度,符合中央集权的要求。三长制

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考生要着重理解记忆。 



9、辽有五京,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它们分别是(    )

A. 临湟府、大定府、辽阳府、大同府、析津府

B. 大定府、辽阳府、大同府、析津府、临湟府

C. 辽阳府、大同府、析津府、临湟府、大定府

D. 大同府、析津府、临湟府、大定府、辽阳府

【答案】：A

[解析】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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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代在中央设立(    )机构,主

管全国的军队调动、训练、供给等事宜

A. 枢密院

B. 都指挥司

C. 枢密使

D. 参知政事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对宋代中央军事设置的考查。宋在中央设枢密院,长

官为枢密使,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二

者互相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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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户调式是西晋基本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它的内容中不包括(    )

A. 土断

B. 占田制

C. 户调制

D. 品官占田荫客制

【答案】：A

[解析】 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后开始实行户调式,目的是为了平均分

配土地,防止土地兼并,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它包括三点内

容: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而土断是东晋时实行的。考生

应注意对魏晋时期经济制度的掌握。 

13、东汉末年著 名的官渡之战所争夺的地区是(    )

A. 长江中下游地区

B. 黄河中下游地区

C. 关中地区

D. 山东地区

【答案】：B

[解析】 董卓西逃以后,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势力,其中袁绍

占据了冀州、青州和并州地区,而曹操的势力范围大概在兖州和豫州地

区,所以官渡之战双方争夺的地区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本题考查考

生对东汉末年割据势力基本方位的掌握。 

14、下列对北朝商业发展的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洛阳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B. 城市设有平仓,荒年可以拋售粮食

C. 农村出现了定期交易的草市和墟市

D. 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交易增多

【答案】：C

[解析】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发展,商业也

随之恢复发展,其中农村中定期的草市和墟市交易出现于唐朝,并非北

魏,所以是错误的。考生应注意对北魏商业发展情况的掌握。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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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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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王彦率领岳飞等将领转战太行山区,继续抗金,他的部下脸上刺有(    

)八个字,故名“八字军”

A. 保卫家乡,誓杀金贼

B. 赤心保国,誓杀金贼

C. 誓杀金贼,恢复国土

D. 赤心保国,恢复国土

【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于基本史实的掌握。王彦的八字军是著 名

的抗金义兵,他们的抗金活动对牵制金兵的南侵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得不到南宋政府的支持,在金兵的围剿下失败。考生应该对于这个

知识点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记忆。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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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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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春秋后期,华夏诸国征服并吞并了许多周边的少数民族,其中被秦

国所灭的是(    )

A. 白狄

B. 西戎

C. 犬戎

D. 赤狄

【答案】：B

[解析】 春秋早期,戎狄的势力比较强大,华夏各小国受到了很大的

威胁,秦、晋等大国也受到过他们的入侵。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华夏各

国的日益强大,秦国灭西戎,晋国灭了赤狄和白狄。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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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最具特色的是(    

)

A. 玉器

B. 磨制骨器

C. 人工取火

D. 干栏式建筑

【答案】：D

[解析】 河姆渡文化最具特色的是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

建筑,另外应注意在遗址中发现水井遗迹,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

遗迹。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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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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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不包括(    )

A. 官渡之战

B. 讨伐袁氏余党

C. 消灭乌桓头人

D. 赤壁之战

【答案】：D

[解析】 赤壁之战是曹操为呑并江南与刘备、孙权进行的战争,而前

三项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考生需要对这一过程有基本的掌握,此知

识点容易在细节题中出现。 

25、下列对春秋时期各国称霸的顺序推述错误的选项是(    )

A. 齐一晋一秦

B. 晋一秦一楚

C. 秦—宋一楚

D. 齐一秦一晋

【答案】：D

[解析】 此题考查考生对春秋时代大国争霸时间顺序的了解,正确的

顺序应该是:齐桓公一晋文公一秦穆公一宋襄公一楚庄王,所以最后一

项中的秦、晋顺序颠倒了。 

26、今天的海南岛在三国时期被称为(    )

A. 琼州

B. 夷洲

C. 朱崖洲

D. 儋耳

【答案】：C

[解析】 海南岛在西汉武帝时期设立了珠崖、儋耳两郡;三国时期为

孙吴管辖,称朱崖洲;梁代建立崖州;隋朝为珠崖郡;元代为琼州路;明为

琼州府;清代改称琼州道。考生对历史地理应有大致了解,尤其是台 湾

、海南的历史沿革。 



27、在我国远古社会的传说中,相传(    )品尝百草,救民疾苦,发明了

原始医药;“耕而作陶”,发明了原始制陶业;教人耕种,出现了原始农

业和原始文化

A. 黄帝

B. 伏羲

C. 炎帝

D. 唐尧

【答案】：C

[解析】 此题旨在考查对于远古传说中的人物的记忆。炎帝,姜姓。

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教人耕种,制定历日,又被尊称为神农氏。伏羲

作八卦,教民结网捕鱼、打猎。黄帝,号轩辕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

帝。考生一定要仔细地分清各个人物的主要事迹,这样才不容易失分。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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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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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二年,赵匡胤采取了(    )的措施,收夺武将的兵权

A. 整顿禁军

B. 杯酒释兵权

C. 更戍法

D. 将兵法

【答案】：B

[解析】 本题旨在考查一个著



 名的历史事件。赵匡胤以优厚的经济利益为条件,示意将领释去兵权,

次日主要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等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这就是历史上的

“杯酒释兵权”,这是收夺武将兵权的开端。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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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下列不是战国时期齐国对外扩张的行为的是(    )

A. 攻取燕国下都

B. 两次打败楚军

C. 与秦国同时称帝

D. 公元前 286年灭宋

【答案】：C

[解析】 与秦国同时称帝是同时期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齐国对外扩

张的行为。 

32、下列无法体现春秋战国时代公室与私家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的是(   



 )

A. 田氏代齐

B. 三桓专鲁

C. 三家分晋

D. 李悝变法

【答案】：D

[解析】 公室与私家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格局

演变的主线之一,在斗争的过程中,私家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甚至灭亡

了公室,本题的前三项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需要考生重点了解,

有可能在简答题中出现。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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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下列选项中,属于东晋设侨置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是(    )①引起

了版籍的混乱②造成吴姓士族的不满③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④南渡

的民众反对北伐

A. ①③

B. ①②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答案】：A

[解析】 由于许多的侨人散居在不同的州县之内,而且经常流动,所

以侨州郡县经常性的变更,就引起了版籍的混乱。又因为侨州郡县和侨

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所以士族地主们乘机占田,大量地隱瞒户口,严重

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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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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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下列政权中,没有统一过黄河流域的是(    )

A. 前秦

B. 北魏

C. 北周

D. 北齐

【答案】：D

[解析】  

38、夷陵之战的交战双方是(    )

A. 曹魏与孙吴



B. 孙吴与蜀汉

C. 蜀汉与西南少数民族

D. 孙吴与东南少数民族

【答案】：B

[解析】 公元 222年,刘备率大军出巫峡,希望夺回被孙吴夺取的荆

州。但是孙吴以陆逊为大都督,以逸待劳,用火攻的方式大败蜀军,是历

史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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