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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5——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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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人 校对人：张丽  李娜 

 

1、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的工具。最能支撑这一论断的史料是

（  ） 

A．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                           B．周礼规定礼器的数量  

C．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具                            D．曾侯乙墓的战国编钟 

2、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谈及周代的某制度时说：“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

争乃不生。”对这句话理解最准确的是（  ） 

A．该制度是指周的分封制                        B．该制度带有神秘色彩 

C．所谓“天”就是天理                            D．该制度有利于秩序稳定 

3、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

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chǔ）锭次，以纸钱置坟头。”该材料中的习俗（  ） 

A．受宗法制的影响                                  B．仅流传于中国北方 

C．受外来文化影响                                    D．起源于明朝中期     

4、《国史十六讲》认为：西周时期，庶民（一般民众）只知效忠于“家”（诸侯），而不知效

忠于“国”（天子）这一现象（  ） 

A．促使西周强盛    B．强化宗法体制     C．导致诸侯割据    D．促成秦朝统一 

5、《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皂。”材料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宗法制（  ） 

A．神权与王权相结合                                B．实行严格的等级制 

C．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D．“国”与“家”的结合 

6、“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候疑焉，立诸候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子疑焉．疑生争，

争生乱，是故诸候失位则天下大乱，大夫无等则朝堂乱．”这表明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

制的目的是（  ） 

A．确立嫡长子的最高地位 

B．保证贵族血统的纯正 

C．防止内部纷争，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D．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统治秩序 

7、周代分封制下，一些大诸侯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

进行文化渗透；受封的偏远诸侯国也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这表明分封制（  ） 

A．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B．构建了国家大一统局面 

C．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D．推动了中原文明的传播 

8、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说，“秦，虽死犹存，它死得悲壮。”从政治上看，秦“虽死

犹存”主要是指（  ） 

A．建立统一的国家和中央集权制                                B．开创皇帝制度 

C．建立三公九卿制                                              D．统一度量衡、货币 

9、史学家钱穆认为：“秦灭六国„„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渐崩溃，„„直至汉兴，始

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促使封建势力崩溃到平民政权创立转变的关键是（  ） 

A．三公九卿制的建立                                B．刺史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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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郡县制的推行                                        D．科举制的确立 

10、据《中国史纲》，春秋时人主的最高尊号是王，天神的最高尊号是帝。战国中期后，诸

侯称王，人主的尊号只好为帝，原为光大之义的“皇”字称天神。到秦王嬴政统一全国

后，他自称为“始皇帝”。人主尊号的这些变化反映了（  ） 

A．借助于天加强统治                                B．人主权力不断加强 

C．地方势力左右人主尊号                        D．人主尊号的变化与社会转型相适应 

11、《晚清七十年》载：“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第一次转型发生于商鞅与

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这次转型（  ） 

A．摧毁了宗法观念                                    B．发展了分封制度 

C．确立了专制政体                                    D．创立了科举制度 

12、“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小大

适称而不悖焉。”与材料相符的观点是（  ） 

A．重农抑商            B．中央集权             C．君主专制            D．削弱相权 

13、秦律规定：与盗者“不盈五人”，共赃“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只给予流放；但如“五

人盗”，赃只“一钱以上”，也要“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对材料最准确的理

解是（  ） 

A．秦律具有公正性                     B．秦律具有残酷性 

C．秦律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                    D．秦律尤其重视对“群盗”的惩治  

14、任何官僚组织为了发挥正常的管理效率，都必须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即使

是专制君主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僚组织的活动规范和规章制度。最能反应上述现

象的政治制度是（  ） 

A．三公九卿制        B．三省六部制         C．内阁制                D．军机处 

15、“盖朝廷纪纲之地，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

轻授。”由此可见此人主张（  ） 

A．制定行之有效的法规建立完整的监察体系 

B．要侧重监察吏治腐败现象 

C．把监察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击经济犯罪上 

D．提高监察机关官员的自身素养 

16、《包拯·致君》：“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包拯在这里主

要强调的是（  ） 

A．没有法律就没有纪律                            B．必须用法律教化民众 

C．严格执法是治国之本                            D．必须用严刑酷法治国 

17、《宋史·职官志》说：“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人，

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

对以上材料理解最为准确的是（  ） 

A． 分割宰相权力，加强封建皇权           B．调整中央官制，强化财政管理 

C．皇帝直管财政，以防封建割据            D．削弱地方财权，强化中央财权 

18、有学者认为，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从制度变革

层面看这里的“进步”是指（  ） 

A．中央机构行政效率提高                        B．决策程序趋于规范化 

C．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                        D．分权制衡限制了皇权 

19、科举时代流传着“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的说法，到明代更是出现了考取功名者

“强半寒素之家”的现象。由此可见科举制（  ） 

A．禁锢了人们思想                                    B．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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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强化了君主专制                                    D．重视由下而上推荐人才 

20、韩国学者郑道传在评论中国古代某项政治制度时说：“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

出。”该政治制度是（  ） 

A．郡县制                B．世官制                 C． 科举制             D．察举制   

21、《旧唐书》载，（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今之取人，令投牒自陈，非经国之体也。

望请依古制，县令察举孝廉，审知其乡间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

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材料反映杨绾（  ） 

A．主张恢复察举的古制                            B．反对科举取士的制度 

C．要求完善科举的流程                            D．注重科举的品德考察 

22、提高皇帝身边近臣的权力来削减原来国家机关的实权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的

一种方式。以下机构的设置能体现这种方式的是（  ） 

A．枢密院、中书省、军机处                    B．中朝、内阁、军机处 

C．中书门下、枢密院、内阁                    D．中朝、三司、尚书省 

23、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县并

存的郡国制度。刘邦这一制度探索的着眼点是（  ） 

A．强化君主专制    B． 扩大统治基础    C．完善中央官制    D．加强中央集权 

24、“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

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

之职，不在中书也。”对此理解最为准确完整的是（  ） 

A．北宋财政入不敷出，出现积贫局面    B．北宋政府机构重叠，形成冗官局面 

C．北宋分散削弱相权，产生严重弊端    D．北宋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 

25、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上的州郡大都以文官充任，在官衔前加上“权知”二字，如“权

知州事”，以表示其“名若不正”，“任若不久”，并规定“三岁一易”。这表明当时（  ） 

A．地方武将拥兵自重现象普遍                B．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趋加强 

C．西北边患的威胁得到了缓解                D．事权分割导致冗官现象严重 

26、梁章钜《枢垣记略·规制》：“凡京外王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及阅看

各处奏折者，方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其余部院内外大小官员不得擅入。其

帘前窗下，均不许闲人窥视。满汉章京之值房亦如之”。这一材料旨在强调军机处（  ） 

A．极具机密性        B．参与军政决策     C．办事效率高        D．办理军政要务 

27、明朝《大诰》中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陷害良民者，民众可“连名赴京

状奏”，甚至可将害民官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因之赴京状告者不得阻拦，否则

官吏将受“族诛”。此规定的直接作用是（  ） 

A．加强君主专制统治                                B．完善官员监察体系 

C．预防地方割据出现                                D．利于规范官员行为 

2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述及明太祖所设的殿阁时说：“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

口授大学士写出，这即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

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材料中的“传旨当笔”反映明太祖的主要意图是（  ） 

A．减轻负担            B．分化事权             C．加强皇权            D．削弱相权 

29、梁启超曾把中国古代的某一机构比喻成“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的写字机器”。

这一机构是（  ） 

A．汉朝的刺史        B．宋朝的通判         C．明朝的内阁        D．清朝的军机处 

30、明代内阁和清代军机处的共同之处是（  ） 

A． 参与政务，但没有决策权                  B．参与决策，负责朝廷事务 

C． 统领军队，处理各种军务                    D．负责行政，安排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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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黑格尔说：“中国人除了皇帝一人外都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古希腊人有一部分人知道

自己是自由的。”在古希腊知道自己自由的这“一部分人”是指（  ） 

A．妇女                    B．外邦人                 C．全体公民            D．奴隶 

32． “据统计，当时希腊共有 300 多个城邦，其中 90%左右的小邦都是弹丸之地，人口不

超过几千，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千米或更小。”这段材料能够说明希腊城邦的特点是（  ） 

A．独立自治            B．小国寡民             C．封闭保守            D．彼此隔绝 

33． “在希腊，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几乎没有一个大面积的整块。这种自然环境形成以

‘个体导向’为倾向的文化渊源，在某种制度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对此理解正

确的是（  ） 

A．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        B．希腊的地理环境只能导致个人主义 

C．希腊的地理环境只能导致民主制度    D．政治文明完全被自然地理环境左右 

34．雅典直接民主制形成的条件是（  ） 

A．商品经济的发展                                    B．希腊的民主氛围 

C．小国寡民的现实                                    D．海洋文明的熏陶 

35．伯里克利时期，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这就是伯里

克利津津乐道的“任职优先不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这说明（  ） 

A．贵族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                B．公民完全取消等级制 

C．贵族丧失了左右政坛的特权                D．公民范围达到最大化 

36．雅典人普遍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而

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著的事业”。这说明（  ） 

A．雅典人公民意识强烈                            B．民主政治牺牲了人的个性 

C．血缘是城邦维系纽带                            D．小国寡民是民主政治基础 

37．历史留下了无尽的讽刺：三十僭主（雅典历史上最残暴的统治者）恨苏格拉底入骨，但

不敢杀他；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通过真正民主的程序，判处苏格拉底死

刑。从苏格拉底案可判断（  ） 

A．雅典民主政治不及僭主政治开明公正 

B．公民普遍参与政治容易导致权力泛滥 

C．雅典民主程序的公正体现了法律的公正 

D．民主程序的公正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 

38．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三款规定：“白昼不得杀害窃贼„„除非窃贼携有

防身武器；即使窃贼持有武器，如未使用并反击，亦不得将之杀害。即使窃贼抵拒，亦

应先喊叫。”这一规定反映了罗马法（  ） 

A．保护平民利益，注重按律判决            B．主要维护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C．尊重基本人权，主张重罪轻罚            D．清晰界定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 

39．有学者在论及《十二铜表法》时指出：“即使是最严峻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或任意解

释法律要好一些”。这说明�《十二铜表法》（  ） 

A．体现了成文法的进步意义                    B．是人类史上最严峻的法律 

C．标志罗马法进入完备阶段                    D．对后世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40．罗马法规定：“法律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

在未经个人许可时，即使国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该规定（  ） 

A．强调保护私权，限制公权滥用            B．强调人人平等，打破贵族垄断 

C．强调法律至上，维护法律权威            D．强调社会和谐，协调入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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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共 20 分） 

41．（20 分）法制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

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

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二 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

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儒家‘兴礼乐’，更新秦朝法律，

‘刑不上大夫’‛的建议。汉律规定，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

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刘邦时，法令规定

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  

——据李小兵《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整理  

材料三 公元前 3 世纪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开始享有完全的

公民权。到公元 212 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一般臣民以公民权。帝国初

期罗马法学家们讲的‚平等‛，不仅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平等，而且也是建立在罗

马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平等。古希腊多葛学派进一步提出

自然法体现人的理性的观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后来的法学家们继承并系统论述、

论证自然法学说。  

——沈宗灵《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古代中国与罗马在法治方面，有哪些相似点？（4 分）  

 

 

（2）对比材料二、三，指出古代中国与罗马法律在保护对象、立法理念、经济主张等

方面有何不同？（9 分） 

 

  

（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说：“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洋因

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试以古罗马法的演变为例，阐释该

观点。（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