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期中历史试卷 共 7 页 第 1页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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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共 35 题 每题 2 分 共 70 分）

1．清朝学者万斯大说：“古之时，诸侯之嫡长子为世子，嗣为诸侯；其余支庶之后，族类

繁多，惧其散而无统也，因制为大宗小宗之法。”材料主要说明了

A．大、小宗都有血缘关系 B．诸侯的庶子都不能取得政治权力

C．各级政权被一家一姓所掌控 D．宗法关系是维系政权的纽带

2．一般认为，唐朝以前，法律规定嫡子才拥有财产继承权。至宋代实行“诸应分田者及

财物，兄弟均分”。明清更是规定：在分配遗产时，“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奸生之子（非婚生子），依子数量与半分。”从家庭内部权力关系来说，上述变化反映出

A．嫡长子继承制逐渐解体 B．庶子与嫡子关系趋于平等

C．家庭血缘关系受到冲击 D．妻妾逐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3．“分封制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给予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以合法性。至于哪种势力能

够在激烈的政治搏斗中取胜，那就完全要看他的实力了。”下列地方势力行为中不具合法

性的是

A．世卿世禄 B．诸侯争霸 C．嫡长继承 D．随王出征

4. 秦统一后，“废封建，立郡县”，确立专制集权制度，但皇帝之子、弟封王，一直延续

到明清。“分王子弟，以为屏藩”，是历代分封子弟的主要理由。血缘分封长期存在说明

A．分封制有利于政权长期稳定 B．血缘分封是中央集权的基础

C．分王子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 D．周代制度受到历代政权推崇

5．“新皇帝……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

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这表明“新皇帝”的重大

举措是

A．建立皇帝制度 B．废分封，立郡县

C．设立三公九卿 D．统一货币、度量衡

6．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曾提出“历史三峡论”：将中国历史的社

会政治形态发展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大阶段。从封建转帝制是第一次转型，下列符合

这一历史时期转型特征的是

A．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 B．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C．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 D．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

7．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色是秉持儒家道德价值观的文官系统。它是惟一

能够与今天的现代政治接轨的。不能接轨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度，不合理处是任命来自上面，

不由人民决定。该观点有褒有贬，贬的主要是针对

A．宗法制 B．科举制 C．郡县制 D．皇帝制

8．历史上经常出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背离的现象，即所谓“种瓜得豆”。中国古代下列

政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最符合这一现象的是

A.秦朝郡县制 B.西汉郡国并行制 C.元朝行省制 D.清朝军机处

9．某朝代建国之初，有人建议记取前朝未能善用大乱后“劳民易为治”的有利条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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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度役使民力，终于导致民众叛乱而亡国。本朝制度承袭前朝，若不能记取历史教训，

更新制度，可能会步上前朝亡国的后尘。“某朝代”是指

A．西汉 B．西晋 C．宋代 D．清代

10．《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对周人“尊礼”理解正确的是

A．否定天命神权，重视伦理道德 B．以人为本，创立完整的礼仪制度

C．以礼乐制度维护宗法分封制度 D．反对暴政，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

11．唐朝礼部尚书沈既济说：“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

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

下列诗句与材料意思不相符合．．．．的是

A．皇榜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B．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C．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D．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12．唐中宗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而径自封拜官职，因心怯，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

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

这表明

A．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权力高于皇权 B．唐朝中枢机构的行政决策具有民主性质

C．唐中宗时期皇权有所弱化 D．国家制度对皇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13．1870 年，史皮尔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说：“中国人民的

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

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史皮尔评析的是

A．察举制 B．科举制 C．郡县制 D．君主制

14．《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在唐代，科举考试不过产生一批官僚精英分子而已。其数

量可能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 10％。总之，其中大部分人出身于名门望族，都来自书香门

第。在唐朝灭亡以前，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材料反映了

A．九品中正制依然存在 B．科举制度弊大于利

C．科举考试有利于人才选拔 D．唐代官员都是科举出身

15．北宋蔡襄在《国论要目》中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

臣，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这说明北宋

统治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A．重文轻武 B．知人善任 C．宋朝官员都是文人 D．分化事权

16．某地洪水为患，消息上报朝廷后，皇帝一方面交待工部尽速抢修溃决的堤防，勿使水

患继续扩大；另一方面责成户部尽速调度粮食，运往灾区，赈济灾民。幕僚根据皇帝之意，

写成诏书，经皇帝确认无误后，直接送至工部、户部等单位执行。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的朝代是

A．汉朝 B．唐朝 C．元朝 D．明朝

17．明代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记载：“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

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

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希见卿相。”由此可知，“中朝”

A．掌握军政大权，是独立的决策机构 B．分享丞相行政权，处理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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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担任行政职务，有名无实 D．协助皇帝决策，削弱相权

18．史料记载，顺治二年（1645 年），清军虽还在一些地方进行战争，但开科取士的诏令

却发到了许多州县。时人云：“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可

见当时进行科举考试是着眼于

A．提高官员素质 B．缓和社会矛盾 C．配合统一战争 D．继承前朝制度

19．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

大事就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所有这类文件都必须先由大臣审阅然后呈交给皇帝。”利

玛窦认为中国明朝时

A．君主制不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形式 B．内阁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君权

C．君主与内阁大臣拥有同等的决策权 D．内阁掌握着明朝的行政大权

20．（宋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多，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

招募不已。其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矣。……天地生财有限，

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绌（短缺）也。”对此材料分析不正确的是

A．程琳建议减少军队员额

B．程琳认为国用日绌的原因是冗兵、冗官、冗费

C．程琳认为过量的兵员虚耗了国库储备

D．程琳认为北宋军事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弊端

21．唐太宗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

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材料表明他主张

A．发挥宰相等大臣议政权 B．君权与相权相互制衡

C．君主不应实行专制统治 D．中央权力重心应下移

22．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

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

救？”从材料来看，范仲淹对当时科举制的看法不包括

A．几乎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 B．应在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C．其公平性已经受到普遍质疑 D．导致天下危困“乏人”局面

23．钱穆认为：“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他评判三代地方行政好坏的依据是

A．地方行政效率的高低 B．中央集权程度的大小

C．能否抵御外族的入侵 D．能否镇压地方的叛乱

24．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说：“这是一个帝国

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

科举制，唐因之；宋创义官制（义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①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

②秦朝开创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古代管理地方的基础

③隋朝开始形成的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④明太祖设置殿阁大学士，标志着内阁的出现

A．①②④ B．①②④ C．①③ D．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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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到：“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

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依据这段材料可以提取的信

息是

A.柳宗元反对实行郡县制 B.柳宗元认为秦朝亡于暴政

C.魏、晋实行分封制 D.唐朝因分封建诸侯而基业巩固

26.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说：“隋及初唐时……制度和文化也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下列有关隋唐政治制度的“突破性进展”的叙述，正确的是

A．相权三分，独立施政 B．中央集权，地方分权

C．分工明确，相互牵制 D．完善机构，皇权顶峰

27．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写道：“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

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亡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

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吸取的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

权、再集权。”汉武帝、宋太祖、明成祖采取的相似措施是

A．沿用秦朝以来的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B．设立新的中枢权力机构，分割削弱相权

C．设立新的中枢权力机构，加强专制皇权

D．通过刺史制和行省制，加强官僚队伍建设

28. 某大臣上书皇帝言：“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

各不相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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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臣主张

A．建立一省制提高行政效率 B．废除宰相制以强化皇权

C．实行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立 D．加强中央政府权力

29．右图是克利特文明时期米诺斯王宫复原图，此图不能反映

A．国王滥用民力，统治残暴

B．克里特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

C．建筑师巧夺天工，技艺高超

D．此时该地区产生了君主制国家

30．研究者在探究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时，发现了如下有趣的现象：与实行民主政体

的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

政体。从该现象中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A．地理环境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直接和决定性的因素

B．地理环境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C．雅典民主政治是经济、政治、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D．地理环境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31.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

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古

希腊看，下列不能反映“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的成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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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断发展的民主制度 B．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决定作用

C．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 D．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

32．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梁启超指出，中国周代与古代希腊的国体相似。两

者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应是

A．贵族政治、列国分立 B．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C．小国寡民、等级森严 D．分封诸侯、城邦国家

33. 对于研究古代特洛伊战争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作品是

A．《希腊史》（19 世纪英国格罗特著） B．影片《特洛伊》

C．油画《帕里斯的裁判》 D．《荷马史诗》

34.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皇家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场所。明代撤消了元朝帝王牌

位，而清朝建立后，却加祭辽、金和元代帝王。这项史实主要反映了

A．少数民族帝王的历史地位得到肯定 B．明清与蒙古族关系不断恶化

C．明清帝王对正统地位的维护 D．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发展

35．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特说：“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许多质量上的判断或描述就

有着一层内含的数量上的意义，有时还有必要使它变得明确起来。……没有从数量方面作

出回答的知识，我们便不能解释‘重要’问题上的证据。”罗德里克·弗拉特强调的是

A．定量分析是唯一可行的史学方法 B．定性分析对历史研究没有意义

C．定量分析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D．定量分析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材料解析（30 分）

36.（16 分）结合材料及所学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下表是 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有关中学堂一二年级的课程与课时：

修身
读经

讲经

中国

文学

外国

语
历史 地理 算学 博物 图画 体操

一年级 1 9 4 8 3 2 4 2 1 2

二年级 1 9 4 8 2 3 4 2 1 2

材料二 自甲午以后，诏设学堂谕屡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则以利禄之途仍在科目，

欲其舍诗赋、八股、小楷之惯技，弃举人、进士之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

数也。是故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

——两广总督陶模《图存四策折》（1901 年）

材料三 自世卿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

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http://www.hudong.com/wiki/å��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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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1）据材料一二，分析清政府新式学堂的特点，分析为何“设学堂谕屡矣，而人才不出”。

（4分）

（2）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及理由。（4分）

（3）如何理解材料二和材料三对科举考试的相反态度。并谈谈你对科举考试的认识。（8

分）

37．（14 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 148 年）更名太守。……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诸侯王，（汉）高帝初置，金玺整绶，掌治其国，群

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公元前 145 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

吏。……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 8 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一一[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材料二 （唐长庆元年正月）以前检校大理少卿、驸马都尉刘士泾为太仆卿。给事中

（门下省官职）韦弘景、薛存庆封还诏书（指皇帝诏书不当而被大臣举驳封还），上谕之

曰：“士泾父昌有边功，久为少列十余年，又以尚云安公主，朕欲加恩，制官敕下”。制命

始行，…… （唐元和十三年，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鏄）以巧媚自固，奏减内外官津钱以

赡国用。敕下，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其事方罢。 一一[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

材料三 （清朝时）每日清晨，军机大臣依次入值，等待皇帝召见，……事先已将奏

折贮一黄匣，待“起叫”时，捧入请旨。“见面”后退出，即召军机章京面授旨意。……

上谕有“明发”和“廷寄”之别。明发上谕，指交内阁发抄、宣示天下的谕旨；廷寄上谕，

是由臣工有所奏请而降，且以事属机密，不由内阁发抄，令军机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的谕

旨。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四：历史学家王思治认为：皇权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体制，但它有一个发展过

程。在宋以前，皇权是强大的，但又受到牵制。……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这些牵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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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因素逐渐消失，绝对君权才达到最完备的形态。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指出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并说明诸侯王权力演变的过程。（4 分）

（2）封驳制度是唐代三省制的亮点之一。依据材料二，概括封驳制度的特点。（2分）

（3）运用上述材料，论证王思治先生提出的观点。（8分）

（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