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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历史试卷 高二（文科）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共 50 题，每题 1.5 分，共 75 分）

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朝创建以后在我国古代持续二千多年，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

政治制度。据此回答 1-6 题

1、下列关于三省六部制的叙述，正确的是

①这一制度开始于隋朝②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③它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走向衰落④这

一制度对隋唐以后各朝影响深远

A、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包括

①运用谋略，解除大将兵权②“强干弱枝”“内外相制”③废除丞相制度④建立文官体制，

防止武将专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3、明太祖和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中最为相似的一项是

A、改变选拔官吏的机构及办法 B、废除全国原有的行政区划

C、改变和分散地方行政权力 D、组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禁军

4、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是

A、三省六部制的完善 B、科举制的创立

C、丞相制度的废除 D、军机处的设置

5、反映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趋势的正确排列是

①参知政事的设置②丞相制度的废除③军机处的设立④三省六部制的创立

A、①②③④ B、④②③① C、②④①③ D、④①②③

6、下列各项举措中能够有效的防止地方割据的有

①唐玄宗时期推行的募兵制②北宋设置转运使③明朝的三司制度④明清实行的改土归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制度的继承与创新推动了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此

回答 7-11 题

7、科举制的创立是我国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对此表述正确的是

A、隋文帝时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形成

B、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知识分子政治地位

C、北宋时期，明经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

D、明朝科举考试仅从儒家四书五经中命题

8、使我国古代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的政治制度是

A、三公九卿制 B、刺史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察举制

9、八旗制度是①蒙古族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制度②女真族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制度③军政合



高二历史（文科） 共 6 页 第 2页

一的制度④清朝初期努尔哈赤创立的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10、下列有关辽政权南面官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在地方设置的官员

B、由汉人和契丹人担任

C、权力不及北面官大

D、统治汉人和渤海人

11、关于清朝军机处，不正确的表述是

A、军机大臣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组成 B、雍正帝时设立

C、始终是清朝中央最高行政决策机构 D、它的设立使皇权进一步加强

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改革为其开辟道路，因时变革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始终。据

此回答 12-13 题

12、北宋“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其措施包括

①严格官吏的升迁和考核制度②加强各级官吏的保举和选派③限制官僚子弟通过恩荫做

官④以糊名法防止科举考试舞弊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13．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与唐朝的纳绢代役，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共同的作用是

A、限制了官僚地主在经济上的特权 B、增加了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

C、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 D、封建赋税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

中国古代兵制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政治制度，它直接影响着封建政权的巩固。据此回答

14-15 题

14、唐朝初年实行的府兵制

①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②兵将分离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③源于西魏武则天时崩溃④农

民负担沉重

A、①②③ B、①② C、②④ D、①②④

15、下列兵制具有军队与生产相结合特点的是：①辽朝的猛安谋克制②隋朝的府兵制③唐

朝的募兵制④清朝的八旗制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回答 16-18 题

16、关于隋唐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唐朝时期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超过六朝的总和

B、唐朝中期开始征收茶税

C、武则天统治时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D、出现了便于水田耕作的曲辕犁

17、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特征有

①引进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②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③革新了

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④棉花种植在清代由江南推向江北

A、①②③ B、①② C、②③④ D、③④

18、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在一些王朝的初期往往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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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措施，其中唐朝初期采取的是

A、广设仓库，积储粮食

B、实行租庸调制，“庸”的规定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C、从国外引进高产农作物新品种

D、奖励垦荒和实行“摊丁入亩”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税收政策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请回答 19-24 题

19、唐初赋税实行“租庸调”法，德宗以后改为“两税法”，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A、前者纳税改以钱计，后者以纳粟为主

B、前者分四季征收，后者以夏冬为征收

C、前者以丁身为准，后者以资产为宗

D、前者巩固了均田制，后者破坏了均田制

20、与唐朝的两税法相比，一条鞭法的变化表现在

A、按田亩纳税减轻农民负担 B、用银两纳税，促使农产品商品化

C、摊丁入亩，减轻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D、扩大税收范围，增加政府收入

21.一条鞭法中赋役征银办法实行的意义有①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②促进了货币

地租的发展 ③有利于农业商品化 ④对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2、从唐的租庸调制到清的摊丁入亩的变化中，不能反映出的变化是

A、地租形式从实物到货币 B、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

C、赋役从分征到合征 D、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减弱

23、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与唐朝的两税法有明显继承关系的是

A、青苗法 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 D、市易法

24、“方田均税法”和“一条鞭法”当时都遭到大地主反对，主要是因为这两种税法

A、只征收实物 B、必须把实物变成银两交纳

C、把徭役和杂税分摊在田亩上 D、按田亩多少征税

“无商不活”，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此回答 25-30 题

25、唐朝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前提是

A、政府放弃抑商政策 B、市场发达

C、粮食产量提高 D、农作物品种增多

26、唐朝的商品经济比前代更为发达，其中最能反映其发达程度的是

A．开元通宝成为通用货币 B．城市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

C．市的四周布满邸店 D．出现了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的柜坊

27．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社会经济仍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

A．农业生产力进步的促进 B．封建生产关系调整的影响

C．商品经济繁荣的拉动 D．对外贸易扩大的刺激

28.下列各项反映上层建筑阻碍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有①政府严格限制手工业生

产规模 ②政府屡申重农抑商政策 ③广大农民无力购买手工业品 ④地主商人剥削来

的钱财多买田置地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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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关于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表述，错误的是

A、商品品种多达两百余种 B、长途贸易发展较快

C、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 D、扬州和成都是全国性商贸城市

30、明代，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里“新”的含义是

A、商业活动布局限在“市”里 B、有了固定休闲、娱乐场所

C、有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D、城市的职能向经济重心转变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的各民族在内。各个少数民族对祖国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据此回答 31-38 题

31、关于突厥的表述正确的是

A、6世纪中期建立突厥汗国，后统一我国东北地区

B、突厥的冶铸技术较高，能制精美的金银制品

C、隋唐之际，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

D、唐太宗在位时先后打败东西突厥，设立都督府和安西、北庭都护府

32. 唐朝时，中央政权与西南地区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及对其影响的相同之处是

A．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 B．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亲”

C．建立都督府加以管辖 D．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

33、从北宋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可以看出，北宋的基本国策是

A、强干弱枝 B、蕃汉分治 C、内外相制 D、守内虚外

34、澶渊之盟和绍兴和议的共同影响不包括

A、彻底结束了双方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B、导致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C、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 D、促进了民族融合

35、“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

者，全部百姓反了，不进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这主要反映了

A、12 世纪中后期蒙古各部的情况 B、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的情况

C、铁木真四处征战的情况 D、红巾军起义的情况

36. 为清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创造条件的是

A．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B．明朝在贵州设布政使司

C．平息“三藩之乱” D．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37、下列关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说法正确的有

①明后期，瓦剌首领俺达汗与明朝修好②明朝中期，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③

顺治帝赐予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封号④雍正帝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③④ D、①③④

38、元朝和清朝为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中，不同之处是

A、加强对西藏的管辖 B、抗击外来殖民侵略

C、设置专门机构管辖台湾 D、设立行政机构管理和开发边疆地区

中国古代文化成就辉煌，各个时期的文化成就已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据此回答 39-45

题

39、下列手工业技艺融入外来风格的是

A、制瓷业 B、造纸业 C、丝织业 D、冶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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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作为唐代都城的普通市民，你可以欣赏到东罗马的

A、戏剧 B、人兽角斗 C、雕塑艺术 D、杂技

41．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毕升发明雕版印刷术

南宋时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元朝时中国火药武器传到欧洲

A.  B.  C.  D. 
42、以下关于中国古代历法发展的叙述，正确的是

A．隋朝的“太初历”是世界第一部完整历书

B．北宋“大衍历”标志着历法体系成熟

C．南宋的“十二气历” 有利于农事安排

D．元朝的“授时历”比现行公历早 300年
43、开创人类历史作战新阶段的是

A、火药用于军事 B、火箭的出现 C、管形火器的出现 D、弓箭的出现

44、下列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不能反映宋代城市发展的是

A、宋词的繁荣 B、话本的产生 C、《窦娥冤》 D、《清明上河图》

45、下列著作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的是

A、《千金方》 B、《营造法式》 C、《梦溪笔谈》 D、《授时历》

自古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就十分密切，我们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

从世界各国吸取营养，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文化。回答 46-47 题

46、唐朝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局面，原因是

①唐朝的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对外交通发达③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

④与亚非欧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往来

A、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 D、①②④

47、在隋唐与各国的交往中，中国有三位高僧作出重要贡献，他们是

①一行②义净③玄奘④法显⑤鉴真

A、①②③ B、③④⑤ C、①③⑤ D、②③⑤

杰出的历史人物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因素。请回答 48-50 题

48、下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中与康熙帝有关的是

①反对准噶尔贵族的分裂势力 ②赐给西藏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 ③设

台湾府 ④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 ⑤平定三藩之乱

A．①②③④⑤ B．①②③⑤ C．②③④⑤ D．①②④⑤

49、对开发我国东北地区作出贡献的少数民族首领是

A. 大祚荣 B．皮罗阁 C．元吴 D．骨力裴罗

50、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标志着我国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主要因为

A、建立了农民政权

B、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

C、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D、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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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共 25 分）

51.阅读下列材料：（18分）

材料 1：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

——《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

材料 2：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不知卿所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内俗，

立法变，最方今所急也。”

材料 3：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

——《廿十史札记》

请回答：

（1）材料 1中的“三冗”指什么？“三冗”局面是怎样形成的？（8分）

（2）材料 2 中的对话发生在哪一年？“变内俗，立法变”主要有哪三大措施？取得了哪

些成效？（7分）

（3）结合史实评述材料 3中的观点。（3分）

52．“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新唐书》）概述唐、北宋、明

朝统治者分别采用怎样的措施来防范相权过重的威胁？（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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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文科历史参考答案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BBCDD CDCBA CACCA CBBCB DBCDC DBCDD BADAA

36——40 41——45 46——50
CCBCD ADCCC BDBAC

51、（1）冗官，冗兵，冗费。(3分)用分权的办法，造成政府机构重迭，形成冗官局面。（1
分）用募兵养兵的办法，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形成冗兵局面。（1分）军费、官俸开支大，

对辽夏的负币，形成冗费局面。（3分）

（2）1069年，（1分）理财措施，军事措施，教育措施。（3分）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兴修

了水利工程，开垦了大量荒田，军事实力增强。（3分）

（3）王安石变法是为了维护北宋统治，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

于政治腐败，把靖康之难归罪于变法是错误的。（3分）

52．唐朝设三省六部制通过三省的分工和以品级较低的官员任三省长官的办法，分割和削

弱了相权。（2分）

北宋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

使分割宰相的财政权。（3分）

明太祖则废除了丞相制度，把中央行政权分属六部，使其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而使相权与

皇权合一，完全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