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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年级        历史试卷 

考试时间：60分钟       试题满分：100分 

 

 

第Ⅰ卷(选择题，7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5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70 分。在每小题所列出的 4 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史载：周王朝最初分封的封国，面积很小，二十个或三十个封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

王畿大。周王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 

 A. 强化王室对地方的控制                 B. 推动诸侯扩充疆域     

C. 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D. 提高同姓贵族的地位 

2．商纣王有两个同母的哥哥，长兄叫微子启。纣王的父母都想让微子启为太子，但有大

臣据理力争，说：生微子启时，商纣王的母亲为妾，生纣王时，其母为妻，有妻的儿子

在，就不能立妾的儿子为太子，虽然母亲是同一个人。这位大臣之所以力争的主要目的

是  

A．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B．防止内部纷争，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C．解决权位的继承，稳定统治秩序         D．保证贵族血统的纯正，维护等级制度 

3．《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说，商的祖先“契”，

是其母吞食了神鸟的卵而降生的，所以是天神之子。这实质上反映了 

A. 商王朝统治者愚昧无知                 B. 商代的王权具有神秘色彩 

C. 商王的祖先从事养禽业                 D. 历史上存在丑化商王的现象 

4．齐国原是姜氏的封国。公元前 481 年后，齐国的大夫田常及其后人逐渐控制国政，以

至于自立为国君，并由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姜齐遂变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这一

现象反映出 

A．分封制度被废除                       B．新的社会制度确立 

C．等级制度被破坏                       D．贵族特权被废除 

5．“(楚庄王十六年)伐陈,杀夏征舒。……已破陈,即县之。”“(韩桓惠王十年)我上党郡守

以上党郡降赵。”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            

A.楚国和赵国分别分封了陈国和韩国        B.楚庄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C.秦国在新征服的地方设立了郡县          D.出现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局面 

6．《左传》记载，晋国赵鞅率军与郑国交战于铁，临战前发表誓词：“克敌者，上大夫受

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这反映出当时晋国 

   A．分封制度受到冲击                     B．郡县制度全面推行 

C．宗法等级秩序变动                     D．国家政权趋向松散 

7．汉武帝时《出界律》规定：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活动,绝对不能私出国(诸侯国)界。

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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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强化君主专制    B.加强思想控制      C.防止诸侯割据 D.加强中央集权 

8．唐代和宋代都有谏官。唐代谏官由宰相荐举，主要评议皇帝得失；宋代谏官由皇帝选

拔，主要评议宰相是非。这说明  

A. 唐代君主的权力不受制约               B. 唐代以谏官削弱宰相的权力  

C. 宋代谏官向宰相和皇帝负责             D. 宋代君主专制的程度高于唐代 

9．《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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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宋代制度的弊端是  

A.宰相专权    B.强干弱枝          C.地方困弱  D.过度分权 

10．“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宋代极为流行的俗语，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宋代的哪一种社会现象？ 

A．中央集权        B．强干弱枝         C．外患频仍       D．文人政治 

11．检索文渊阁《四库全书》，“专制”一词出现 1800 多次、“颛制”（颛，通“专”）

75 次，用于君主的“专制”仅有几条，其余全部用于臣民；“独断”一词则出现多于“专

制”，绝大部分用在君主身上。这说明  

A．古代中国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          B．“专制”一词古今应用语境有异 

C．古代中国君权与相权互为消长          D．“独断”一词古今含义完全相同 

12．某史书记载：“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名所寄，……．盖隐然

执政之府也。”材料所说的“盖隐然执政之府”指的是  

A．中书省           B．内阁             C．军机处            D．总理衙门 

13．《起居注》是由职业史官（记注官）记录皇帝言行的档案。汉时，皇帝不允许观看《起

居注》。唐朝开了观看《起居注》的先例。到宋朝，皇帝观阅成了惯例。清康熙帝甚至

以“记注官泄密”为由，停止编纂《起居注》。这主要反映出  

A．历朝皇帝关注先帝的言行举止           B．皇权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 

C．清代君主专制制度到达了顶峰           D．记注官记载的史料有误不实 

14．史学家把元朝的行省称之为“流动的中央政府”，下列对这句话的理解最准确的是 

A．行省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B．行省不是地方管理机构 

C．行省长官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D．行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15．“我但愿你们天天注视着宏伟的雅典，这会使你们心中逐渐充满对她的热爱。当你们

为她那壮丽的景象倾倒时……你们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并有履行职责的勇敢精神，直至

为她慷慨地献出生命。”伯利克里这段演讲强调的是 

A．权力制约         B．公民意识         C．平民政治           D．法律至上 

16．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被视为三

大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三次改革的共同方向是  

A．逐步提升妇女的政治地位              B．从治“公民”到治“万民” 

C．不断健全民主政治                    D．城邦政权向所有的人开放 

17．某学者指出，雅典民主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上做决

策”。 与这一“错误”出现无关的是 

A．法治原则          B．集体决策       C．直接参政        D．轮番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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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杀死苏

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这句话指出古

代雅典 

A．不成熟的是司法而不是民主       B．民主审判有悖司法独立 

C． 民主制度还是完美的        D．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 

19．有学者认为：“古代雅典政治建立在一种非常不民主的基础之上。”下列雅典民主政治

鼎盛时期的史实，可以支持该论断的是  

A．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B．居民中奴隶数量多于自由民 

C．有不少功勋卓著的公民经陶片放逐法被流放国外 

D．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以抽签方式从 10个选区中选出 

20．罗马法第七表第八条规定：“用人为的方法变更自然水流，以致他人财产遭受损害时，

受害人得诉诸赔偿。”这说明罗马法   

A．维护了平民的利益                      B．维护了财产私有  

C．维护奴隶制度                          D．体现充分的民主性 

21．“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并解决一切国家大事。所有合法的公民

均有参与权、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公职人员从 30 岁以上的公

民中选举产生，各机构内部实行集体负责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反映了雅典民主

制的特点是                                    

A.人民主权          B.          C.君主专制           D.  

22．《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载：“妇女不得参与任何公务；因而她们不能担任法官或行使地

方官吏的职责，或提出诉讼，或为他人担保，或担任律师”。材料表明  

A.  

B.  

C.  

D.说明罗马法竭力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23．亚里士多德曾就雅典的民主政治如是说：“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

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由此可以看出 

A．雅典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             B．雅典公民享有不少民主权利 

C．雅典是一个高度自治、轮番而治的国家   D．雅典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 

24．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罗马在思想意识方面最重要的贡

献在于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习俗。”这主要是指罗马法  

A．摒弃了罗马的风俗与习惯                B．使罗马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C．以自然法则为理想和指导                D．服务于罗马奴隶主的统治 

25．罗马法规定，货款月息不得超过货款额的百分之一，超过此限额者应处以四倍于所得

利息的罚款。这表明古代罗马已经明确  

A.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B. 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紧张 

C. 高利贷是重要社会问题                  D. 运用法律来调节借贷关系 

26．公元前 27 年罗马帝国建立，屋大维的顾问抱怨：“麻烦在于人口众多，管理事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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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所以统治起来困难至极。”这反映了当时  

A．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愈发尖锐             B．应该抓紧健全直接民主政治 

C．公民法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D．急需进一步扩大帝国的疆域 

27．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 12 月下旬公布了有关 2010 年人口普查的首份报告，其内容

主要涉及美国全国及各州人口数量变动情况。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人口普查结果将对美

国政治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你认为其可能直接影响到的是  

A．总统人选                             B．参议员席位分配 

C．众议员席位分配                       D．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28．美国 1787年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各州“不得缔结任何条约、结盟或者组织邦联”，

“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材料充分体现了  

A．民主共和的原则                       B．联邦制的原则     

C．自由平等的原则                       D．分权制衡的原则 

29．钱乘旦说：大革命后法国“社会持续动荡……工业化进程缓慢。直到 1870 年后，法

国模式突然发生转折，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开始用协

商手段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这说明作者  

A．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作用                B．强调兴民权的重要性 

C．强调政治协商的重要性                D．反对大规模社会变革 

30．君主立宪制下的英国国王和美国总统都可以进行的政治活动是  

A.否决议会（国会）制定的法律            B.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和日常事务 

C.代表国家参与外交活动               D.当与议会发生矛盾时有权解散议会 

31．分析法国大革命前三个等级基本情况统计表。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人口比例 0．5% 1．5% 98% 

土地比例 10% 25% 65% 

税收比例 0 0 100% 

由此可以看出  

A．第三等级人数众多享有较多的投票权    B．土地的分配比例有助于抑制土地兼并 

C．前两个等级不负担税收也不承担义务    D．第三等级迫切希望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32．1796 年 9月，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一再告诫“那些领导政府的人们，要谨

慎行事，在行使权力时把自己限制在各自的宪法范围内……”华盛顿的用意是强调  

A．中央集权原则     B．自由平等原则   C．分权制衡原则    D．司法独立原则 

33．“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是一句英国格言，典型地说明了民主宪政的特点。宪政就

是让两个魔鬼友好地相处并相互制约，把恶作剧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说明资产阶级

代议制的关键和核心是  

A．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B．国王和首相之间权利制约 

C．议会和首相之间权利制约        D．全体公民参与程度高，民主比较彻底 

34．根据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洛恩堡、巴伐利亚、萨克森、符登堡、巴登……

不来梅和汉堡”等邦  

A．拥有独立海军舰队                   B．可以同外国缔结同盟及其他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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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享有一些自治权                     D．有权任命联邦议会的主席 

35．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仅反映了他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

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这表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

标志着  

A．工业生产方式确立                   B．工业资产阶级胜利    

C．新社会制度的胜利                   D．君主制度的衰亡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30 分) 

36.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 据《江淮论坛》1982年第 2期资料记载： 

时期 全国人口(丁) 官员 官民之比 

西汉 5959万 7500人 1：7945 

唐高宗时 5238万 13465人 1：3927 

元成宗时 5816万 22500人 l：2613 

清康熙时 2459万 27000人 l：911 

材料二 

 

     

 

图一唐朝中央机构       图二明朝中央机构        图三清朝军机处内景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现象。指出产生上述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及

其历史教训。（6分） 

(2)图一体现的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图一相比，图二所反映的政治

制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图三中军机处的设置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什么政治

特点?综合上述图示，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趋势。（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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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16分）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内阁逐渐取代了枢密院,成了国王直辖的最高行政机

构。18 世纪初,形成了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主持内阁会议的惯例。

1742 年,沃波尔内阁的政策遭到议会反对,沃波尔辞职,创下了首相遭到议会反对时,应辞

职向议会谢罪的惯例。1783—1784 年,小皮特内阁遭到下院反对,内阁决定解散下院,提前

进行议会选举,由新成立的下院决定内阁的去留。 

——《世界史资料》 

材料二 1832 年 6 月 7 日议会改革方案得到通过并经国王批准。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议

席分配两个方面……56 个人口不到 2 000 人的选区被取消,31 个有 2 000—4 000 人的选

区各减少 1个议员席位。余出的 143个议席中,各大新兴工业城市得到 65 个……在选民资

格方面,城市居民年收入房租或者交纳房租 10镑以上者有选举权;农村中年收入 10镑以上

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收入 50镑以上的租地经营者享有选举权。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英国政治制度创新的表现和主要特点。(6分) 

(2)据材料二,概括 1832 年改革后英国议会发生的主要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变

化对英国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