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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中美班理科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20 分钟 试题满分：50 分 

 

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5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

题目要求。 

1．夏商时期，在君主以下权力最大的是“史”(甲骨文中又称为“卿史”、“太史”)。

他们是“上帝”与人间的沟通者，负责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君主。可见“史”这一职

位的设置 

  A．维护了王位世袭       B．完善了行政机构 

  C. 有利于官方垄断史学   D．有利于神化古代王权 

2．周朝经过成康之治后国土大幅向外扩张，向北已征服肃慎(今辽宁省内)，南到汉水中

游，东到大海，西至渭河上游，广封诸侯。由此可以看出分封制当时 

  A.拓展了周朝疆域        B．有利于管辖辽阔疆域 

  C.促进了边远地区开发    D．增强了地方的独立性 

3．在传统中国社会，有“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之说，即维系和支撑国家的是两种

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县以上的“官治”行政秩序和力量，另一种是县以下的“民治”乡土

秩序和力量。“民治”乡土秩序主要源于 

  A.分封制    B．宗法制    C．禅让制    D．世袭制 

4．唐中央机构中设有御史台，《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可

见唐御史台的主要职能是 

  A.监察百官    B．教化万民    C．专管皇室事务    D．维护百姓利益 

5．北宋中期，常出现御史与宰相“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的现象。这表明 

    A.相位之争激烈    B．宰相位尊权重    C相权已被分散    A.宰相制已废止 

6．在下列选官制度盛行的时期，会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情景的是 

  ①世袭制  ②察举制  ③九品中正制  ④科举制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7．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这一做法 

    A.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    B．把考试选拔和门第推荐结合起来 

    C.把考试选拔和世袭制结合起来        D．把世袭制和门第推荐结合起来 

8．明太祖谕文武百官日：“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该上谕直接针对的是 

    A.相权过大    B．机构臃肿    C．财政困难    D．国力衰退 

9．《明史》记载，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

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这说明当时内阁 

  A.已威胁到皇权        B．地位日益提高 

  C.全面主管地方事务    D．掌握最高决策权 

10.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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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而成。这说明，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强调     

A.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 

B.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C.民事案件均由陪审法庭判决 

D.全体居民均享有民主权利 

11.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讲：“希腊人虽然是自由

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

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这段材料主要阐明了 

A.古希腊是民主政体的发源地 

B.波斯人非常赞赏希腊的制度 

C.波斯当时仍然实行君主专制 

D.古希腊民主建立在法制基础上 

12.为了维护民主，雅典人每年投票决定民主威胁者的命运。此项活动使用一种特殊的“选

票”(如下图)，如果某人得票超过 6 000，就将会被放逐。下面对陶片放逐法的理解正确

的是 

 
 

①其运作程序体现出民主精神，是保护民主政治的武器 

②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③难免会出现个人操纵的痕迹 

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贵族，维护了公民的利益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13.古雅典历史记载：在雅典“公民……没有抛弃公务照管私务的自由 ……相反他必须奋

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梭伦时期，曾制定一项特别法令，规定任何公民“当发

生内争之时，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失去公民权利”。这表明 

A.雅典民主政治是全体雅典人的民主 

B.雅典的法律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城邦政治活动 

C.雅典民主政治中存在着派别之争 

D.雅典民主政治中存在着利用公务徇私的现象 

14.苏格拉底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时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

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这反

映了           

A．真正掌握真理的人都成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B．雅典民主仅局限于男性公民的民主 

C．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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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雅典民主政治存在很多弊端 

15.公元前 449 年，罗马人争相观看和议论刻于 12块铜牌之上的某部法律条文。该法律的

特点有 

①有一些习惯法       ②是成文法 

③是现代民事侵权法的开端  ④标志着罗马法的完备 

A.①②③   B.③④   C.①②   D.①④ 

16.公元前 445 年，罗马废除了贵族与平民不能通婚的旧法；公元前 367 年，又以法律的

形式授予平民与贵族分享公有土地的平等权利。对上述变化理解正确的是 

①罗马调整相关法律条文的初衷是缓和社会矛盾 

②法律的调整实现了罗马贵族与平民权利的平等 

③法律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平民的要求 

④法律的调整反映出维护社会成员的平等是罗马法的重要社会功能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17.公元 116 年的一天，罗马街头。长期定居罗马的小亚细亚(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商人艾

哈迈德遭到当地一群无赖的哄抢。艾哈迈德立即投诉到法庭。法庭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

无赖们受到严惩。这一事件表明当时的罗马法律 

①承认自由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②注重维护帝国的社会稳定   ③提倡

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①②③ 

18.《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记载：“拷问不得施加于 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下列对此规

定理解不准确的是 

A.此规定注意规范审讯制度 

B.此规定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C.此规定注重保护奴隶制度 

D.此规定包含的某些原则具有永恒价值 

19.马克思说：“罗马帝国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

序都被宣布无效……”对这段话的准确理解是 

A.法官是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B.法官滥用权力，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C.罗马法官建立了罗马帝国 

D.罗马法稳固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20．清朝政府派 5 大臣出洋考察西洋法制的报告中称：“大抵欧洲各国政治，悉根源于罗

马旧制，言政法者必先言罗马，犹中国学者必首推周秦。……”从中国第一所大学——京

师大学堂开始到现在，罗马法都被作为一门大学课程开设。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可以说 

①罗马法是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古代法律 

②罗马法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制定法律的蓝本 

③在今天罗马法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④罗马法对清末法制改革意义重大 

A.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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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D 2B 3B 4A 5C 6C 7A 8A 9B 10A 11D 12A 13B 14D 15C 16A 17A 

18C 19D 2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