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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6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第Ι卷（选择题，共 6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1、“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与这一思想观念相对应的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是

A、内服制度 B、外服制度 C、宗法分封制度 D、礼乐制度

2、山东省简称鲁，起源于

A、大汶口文化 B、西周分封 C、甲骨文记载 D、古代地名

3、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孔子这句话中的“礼”的主要含义是

A、礼仪 B、政治制度 C、风俗 D、政权

4、秦朝“三公”权限中，属于丞相的是

A、负责管理军事 B、负责国家监察事物

C、执掌群臣奏章 D、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5、郡县制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

A、职位由朝廷任免而非世袭 B、直接受朝廷的任命和监督

C、以什伍为基层单位 D、以编户为基层单位

6、以下关于赢政定“皇帝”称号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具有神话皇权的意图 B、表明赢政要效法古代有道明君

C、是中央集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D、体现了专制主义倾向

7、公元前 154 年，西汉发生以吴王为首的“七国之乱”，这一事件发生的原

因有

①西汉诸侯王国势力发展 ②西汉地方分权势力膨胀 ③汉武帝推恩王侯子

弟引起 ④汉景帝削夺王国封地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8、五代以来君主七朝八姓，赵匡胤“皇袍加身”建立北宋后的百余年间，

未发生类似的现象。一般认为，北宋统治体制的变革是重要原因。下列各项

中能全面反映其体制变革的一项是

A、采用文官取代武将任地方长官 B、从中央到地方实行财、政、军分权

C、降低将帅之地位疏远将兵关系 D、削弱相权另设枢院管理军事

9、为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北宋规定

A、中央向各州郡派驻刺史 B、实行一省制

C、在州郡长官之上设置通判 D、派文臣出任州郡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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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汉初与北宋初都面临的制度上的突出问题是

A、郡县与封国并存 B、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C、地方和中央争权 D、内朝与外朝并存

11、削弱相权是中国古代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与此相关的措施是

A、秦朝设立御史大夫和太尉 B、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C、北宋设立枢密院和通判 D、元朝设立中书省

12、下列对我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趋势的叙述，错误的是

A、 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视

B、地方独立性增强，中央集权削弱

C、地方权力愈来愈小，中央权力愈来愈大

D、 中央对地方治理渐趋严密

13、下列关于内阁制表述正确的是

1 明太祖时设置殿阁大学士并开始参与决策

2 内阁制是明成祖时正式形成的

3 内阁是专制皇权强化的产物

4 内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皇权的作用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14、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君不能穷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自恣”，为此他对

中央机构作出的重大调整是

A、设立军机处 B、设置枢密院 C、实行一省制 D、废除丞相制度

15、军机处的设立，是专制皇权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

A、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 B、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C、军机处能迅速处理政务 D、皇帝能直接指挥中央官员

16、下列关于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二者同时出现，共同组成了爱琴文明

B、二者都有宏大的宫殿建筑群

C、后者的特点是一系列新的君主国兴起

D、二者都亡于另一支希腊人的入侵

17、古希腊城邦殖民活动的最大影响是

A、为创造自己的独特文明奠定了基础 B、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

C、促进了对外交流 D、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18、古希腊文明的发展顺序是

①克里特文明 ②迈锡尼文明 ③黑暗时代 ④城邦政体

A、①②③④ B、①③②④ C、③①②④ D、③④②①

19、通过改革在雅典最终确立了民主制的是

A、梭伦 B、克里斯提尼 C、伯利克里 D、屋大维

20、雅典贵族制与君主制的主要不同之处是

A、终身制 B、世袭制 C、议会制 D、集体领导的任期制和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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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陶片放逐法”中被放逐的对象是

A、对民主造成威胁的公民 B、触犯法律的公民

C、有盗窃行为的公民 D、奴隶

22、以下有关《十二铜表法》的说法正确的是

A是对罗马法的总结 B、标志着罗马法已经发展到完备阶段

C它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债务奴隶制 D、给平民带来了很多好处

23、罗马共和国的决策机构是

A、执政官 B、元老院 C、公民大会 D、保民官

24、在罗马共和制中，保民官的职责是

A、行政 B、监督 C、立法 D、司法

25、罗马皇帝哈德良说：“皇帝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对此理解不准确的

是

A、罗马没有法律 B、皇帝颁布的法令是法律的组成部分

C、罗马法面前不能保证人人平等 D、罗马法保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26、希腊和罗马的民主都

A、维护了大部分公民的利益 B、保护妇女权益

C、在亚非文明影响下产生 D、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

27、西方学者评价 1832 年英国议会制度改革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这是

因为

A、无产阶级赢得了被选举权 B、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

C、工业资本家渐入政权中心 D、垄断资本控制了国家政权

28、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英国《权力法案》的颁布表明

A、国王已经有名无实，权力被架空

B、国王受法律约束，只能依法行事

C、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专制王权

D、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统治已成为定局

29、有人说英国“革命前是国王的议会，革命后是议会的国王”，这说明

A、议会发生了变化，国王没变 B、议会和国王共同掌握国家政权

C、国王和议会的地位都发生了质变 D、政权形式未发生变化

30、下列有关英国责任内阁制表述不正确的是

A、内阁全体成员对政府事务负责

B、责任内阁制诞生在光荣革命之前

C、内阁全体成员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

D、首相和内阁必须从多数党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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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Π卷（非选择题，共 40 分）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两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3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天子之田

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县：内，诸侯禄

也。外，诸侯嗣也。

── 摘自《礼记•王制篇》

材料二：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

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天非事者。┄┄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

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摘自《孟子·告子》

请回答：

（1）材料一说明了我国奴隶社会的什么制度？王根据什么决定分赐土地的

多少？

（2）材料二中的“巡狩”和“述职”各指什么？“诸侯”与“天子”的关

系如何？

（3）材料二中对诸侯作了哪些规定？为什么先“贬其爵”后“削其地”？

作此规定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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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

力，为非法权力。

凡未经议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税，或供国王使用而

征收金钱，超过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摘自英国《权利法案》

材料二：

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议会内的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议会之外之任何法

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询问。

为伸张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议会必须时常

聚会。

──摘自英国《权利法案》

请回答：

（1）材料一、材料二分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2）《权利法案》颁布对英国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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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答题：本大题共 16 分。

33、下面是某节历史课上学生表演皇帝处理朝政的情景：秦始皇：“三公”

坐着在议事，各自对自己所管理的事情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只是听取

三人的情况汇报，当意见相左时，大臣可与皇帝据理力争。唐太宗：皇帝作

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把想法告诉中书省，然后由中书省起草一份文件，交

由门下省审查，门下省官员认真审核后，认为还有不和理之处，于是将之驳

回，由中书省再次请皇帝略作修改。当门下省再审核通过后则交给尚书省再

按事情所属部门交给六部办理。

（1）剧本所反映的秦朝和唐朝的中央官制各是什么？

（2）这种中央官制的发展说明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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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历史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1、C 2、B 3、B 4、D 5、A 6、B 7、C 8、B 9、D 10、C

11、B 12、B 13、B 14、D 15、A 16、A 17、A 18、A 19、B

20、D 21、A 22、C 23、B 24、B 25、A 26、D 27、C 28、C

29、C 30、B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两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31、（1）奴隶社会的分封制。根据爵位（等级）来分赐土地。（4 分）

（2）“巡狩”指周王巡视诸侯管辖地区；“述职”指诸侯朝见天子。诸侯

服从天子，对天子尽义务。（4分）

（3）一次不朝见天子贬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天子削其地，三次不朝见天

子派兵讨伐，先“贬其爵”后“削其地”，是因为分赐土地是以爵位高低为

准。此规定的目的是巩固奴隶主的统治。（5分）

32、（1）材料一说明王权在立法、司法、税收和军权等方面受到议会限制（3

分）材料二说明议会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力在法律上得到肯定。（3 分）

（2）英国从此确立君主立宪政体。此后，英国实行议会与国王集体统治，

统治方式从人治转向法治。英国社会从此进入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6 分）

33、问答题：本大题共 16 分

（1） 三公制；（5分）三省六部制（5 分）

（2） 专制皇权不断加强；（3 分）唐朝以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