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一次月考历史试卷（重点班）（解析版）

一、选择题

1、中国传统家族有“长兄如父”“小儿不及长孙”的说法。这些说法体现的是（ ）

A、家族和睦

B、等级秩序

C、贵族世袭

D、宗法观念

2、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相比，字数越来越多，语句也愈加格式化。这些铭文大都记述个人业绩，

追颂祖先功德，希冀子孙保用。这表明西周时（ ）

A、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字体系

B、形成了重视历史传承的风尚

C、宗法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D、青铜器的功用发生重大改变

3、先秦盛行“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这反映了古代中国（ ）

A、政权借助族权

B、封建等级森严

C、中央集权确立

D、社会分工明确

4、下列选项不能体现宗法制及其影响的是（ ）

A、“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B、“谱牒不立，则传久而失宗”

C、“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D、“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5、关于中国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史学家白钢认为：政治上的表现，一是有权就有一切，二是家长制，

三是官僚政治；经济上的表现，一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其经济基础，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面貌的

封建生产方式，文化上推行蒙昧主义，一是天命观。 其中“有权就有一切”、“家长制”、“官僚政治”、

“蒙昧主义”历史根源分别是（ ）

A、三公制、宗法制、中央集权制、道家思想

B、皇权制、宗法制、中央集权制、道家思想

C、三公制、宗法制、中央集权制、儒家思想

D、皇权制、宗法制、中央集权制、儒家思想

6、贾谊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辗转运送），其远在五百里而至；……秦

不能分尺寸之地，……一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弗轻能至也。”作者在此主要强调的

是



A、分封制下赋税的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B、中央集权下租税征收成本大幅增加

C、秦朝的苛政导致民众赋役负担沉重

D、汉初的郡国并行严重威胁中央财政

7、《读通鉴论》曰：“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

句中省略处应填入（ ）

A、分封之制

B、郡县之制

C、郡国并行

D、行省制度

8、费正清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说：“……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在

质和量的方面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至它可以名之为“革命”，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

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并没有由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所转移，它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革命。”

这场革命（ ）

A、调动了地方行政部门的积极性

B、能避免君主专制下的决策失误

C、创造了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D、隐含着使国家分裂割据的因素

9、先秦时期的官阶，－般以天子授予的爵位来称呼，往往是依据血缘关系亲疏，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

表里，但到了秦汉时期到用“若千石”称呼，如郡守是 2000 石，则习惯上称作“二千石长吏”这一变化

说明（ ）

A、宗法观念消亡

B、官僚体制确立

C、粮食产量剧增

D、爵位制度废除

10、随着秦王朝的统一，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构，为大批官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一种新型的

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建立起来。材料中的“新型的国家管理体制”（ ）

A、是秦朝实现统一的根本保障

B、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C、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D、强化了官僚阶层的政治特权

11、“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

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上述西汉时期厚葬风气尤甚的重要原因是（ ）

A、西汉诸侯王富可敌国致奢靡攀比

B、西汉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

C、土地私有制盛行导致的兼并恶果

D、当时主流文化及选官制度的影响

12、按照宋代官制，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所以“任非

其官”的情形很普遍。由此可见（ ）



A、宋代官僚体系的成熟

B、宋代皇权进一步强化

C、宋代行政效率有提高

D、宋代破解了藩镇难题

13、曹魏时期，曹丕命陈群选拔“德充才盛”、“有识鉴”之人担任中正，按照“家世、道德和才能”三

条标准，选拔“俊秀之士”，一时间“儒雅并进”。由此可知当时（ ）

A、古代选官制度的标准不断变化

B、古代选官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

C、九品中正制被世家大族所操控

D、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德才并举

14、有学者指出“从汉朝以迄明清，宰相一旦威权既重，组织形态发育成熟，便会蜕变为闲曹，为皇帝身

边发育出来的新的宰相机构所取代。以皇权为中心，中国的宰相机构呈现出‘波纹式循环发生’状态。”

下列选项不能反映材料观点的是（ ）

A、汉代内外朝制度

B、汉代察举征辟制

C、隋唐三省六部制

D、宋代设参知政事

15、《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

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出现《政府奏议》中所称情况主要是

由于（ ）

A、秦朝为实现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B、西汉初的“无为而治”引起匈奴南侵和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

C、唐朝中期，地方节度使形成了严重威胁中央的藩镇割据局面

D、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埋下了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祸根

16、清朝雍正时期实行“耗羡归公”。“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雍正帝

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

和办公费用，而且其数量大大超过正俸。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 ）

A、以惩贪为名增加官吏俸禄

B、以耗羡归公增加政府收入

C、通过规范税制以澄清吏治

D、征收养廉银代替正常税收

17、《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儿子殴打父母，不论有伤无伤，处斩刑。如果是父母殴打儿子，情形就大不

相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殴打儿子致死，最重也只处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上述规定反映出清代法律

的特点是（ ）

A、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B、强调等级尊卑，主张同罪异罚

C、法分贵贱，因人而异

D、强调以礼入法，忽视个人权利



18、古雅典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约前 446～前 385）屡屡在作品中批评和讽刺当权人物，晚年他夸耀

自己因此而受过多至七十五次的控告，但每次总是被判无罪。据此可以推断，当时雅典（ ）

A、城邦民主陷入危机

B、法制建设尚未完善

C、名人享有一定特权

D、创作自由不受限制

19、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安提戈涅的故事：她的哥哥死于内战

中，她想要安葬自己的哥哥，但国王下令谁埋葬了叛徒，就将被处以死刑。安提戈涅愤怒地斥责国王说：”

最高的法律是主神宙斯向人类宣布的，凡人的命令不能改变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索福克勒

斯借安提戈涅之口表达出了（ ）

A、习惯法地位高于成文法

B、雅典民主政治的虚伪性

C、女性在城邦中地位提高

D、朴素的“法律至上”思想

20、在古代雅典，当选高级公职人员如执政官、司库官、公买官，其任职资格在议事会初审后交陪审法庭

终审。这说明当时的陪审法庭（ ）

A、拥有执行监督的权力

B、管理城邦各项的事务

C、代表了公民大会意志

D、奉行私法公正的原则

21、公元前 4世纪末，雅典公民芒提特乌斯经抽签当选为议事会成员，在其后的资格审查中，因受指控在

支持僭主统治的骑兵中服役而被取消资格。这说明资格审查的目的是（ ）

A、监督官员维护平民利益

B、维护公民内部的平等

C、确保官员忠于民主政体

D、实现公民的轮番而治

22、法国学者费奈隆评价雅典民主制度时说道：“民众支配雅典，演说支配民众。”对此解读正确的是（ ）

A、所有的雅典居民对国家大事都享有决策权

B、演说辩论缩短了决策时间降低了决策失误

C、缺乏法制规范的民主容易被浮华形式误导

D、专业人士管理国家促进了雅典文明的辉煌

23、谢冬慧在《罗马法的借鉴价值》中指出，公元 12 世纪始，罗马法又为时人所发掘、整理和研究，再

现昔日的辉煌，史称“罗马法复兴”。由于特殊的历史需要，罗马法覆而不灭。导致罗马法复兴的“特殊

的历史需要”主要是指（ ）

A、建立人文主义世界观

B、复兴古典文化以促进思想的解放

C、实现代议制民主政治

D、调整商品经济发展下的种种矛盾



24、公元前 1世纪，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国家论》中提出以德性为基础的宪政理论，认为国家是履行

德性、根据有关法律与权利的协议而结合的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提出反映了（ ）

A、西塞罗主张以德治国

B、西塞罗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论

C、罗马法体系的形成

D、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

二、非选择题

25、地方行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革完善。阅读下列材

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西

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材料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

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三：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

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

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请回答：(1)据材料一，后世对秦始皇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哪一做法“盛赞不已”？概括这一做法的影

响。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刘邦采用的“混合体”是什么？(2)据材料二，概括行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知

识，分析元朝行省制的积极影响。(3)据材料三，你如何理解从秦朝到清朝地方行政制度“无根本性质的

变动”？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中得到的基本认识。

26、对公权力运行进行监察的行政监督机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御史为君主耳目之臣，职司风宪……明朝的监察御史只有七品，但可以弹劾宰相、六部，可以超

摧（越级提升之意）为“按察使”（三品），故彼等多乐行其职权，不避权贵。虽常有被贬抑、下狱、赐

死之事，而其地位仍然甚高，其清严威重为他官所不及……明代监察御史可以个别行使弹劾权与单独提出

弹劾案，不以都察院的名义为之，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弹劾案。

——郑钦仁《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材料二：（古代雅典）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官员由公众法庭审查，执行官除由法庭

审查外，还要接受议事会的审查。官员任职期满，由公民大会进行“政绩审查”，发现有危害国家、受贿

和其他违法行为者，都要受到惩罚。卸任官员必须接受帐目审查，公众法庭查出有贪污者，即勒令其偿还

10 倍于所侵吞的金额。此外，凡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决议与宪法抵触者，任何公民有权向议事会主席团提出

申诉，主席团若认为申诉合理，原法案动议者将负其咎。

——许良英 王来棣《民主的历史》

材料三：在美国，新闻媒体被封为政府第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原生力量，它

决定着公众讨论的议事日程一头牵着政府，一头牵着国民敏感之极的神经，一旦白宫的某些政策发生偏误

或总统等政要滥用行政职权，立即就会招致一场新闻舆论带来的暴风雨。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具有动

员民众的实际能力，它对行政官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彭正波《美国的行政监督机制》(1)据材料一，概括明代监察御史的特点。并指出明代设立监察御史

的根本目的。(2)据材料二，概括古代雅典监察制度的特点。并指出设置这一制度的目的。(3)结合材料三

和所学知识，分析新闻媒体被封为“政府第四部门”的原因。(4)依据上述材料，比较中国古代和西方社

会在行政监督主体上的不同之处。



27、法制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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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皇帝敕定的《法学总论》中明确界定：“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

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

任何人都享有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

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法制史学者将唐高宗时颁行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

之为古代中华法系的代表著作。《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

见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以法制国（the 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the rule of law）”，

不过是君主用刑罚律令来控制臣民罢了。(1)根据材料一，归纳古代中国与罗马在法治方面，有哪些相似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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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材料三，比较罗马法和中国传统法律精神（或原则）的不同。



答案解析部分

一、选择题

1、【答案】 D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分析】材料中“长兄如父”“小儿不及长孙”体现宗法制下嫡长子继承制，故 D 正确。家族和

睦不是材料体现的主题，A 错误。等级秩序不是宗法制的内涵，B 错误。贵族世袭不属于材料中的信息，C

错误。

2、【答案】 B

【考点】手工业的发展

【解析】【分析】根据“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相比，字数越来越多，语句也愈加格式化”可知此种

铭文商代已经存在，只是字数和语句发生了变化，故 A 项错误；根据“这些铭文大都记述个人业绩，追颂

祖先功德，希冀子孙保用”可知祖先的功绩被记录和传承，利于形成重视历史传承的风尚，故 B项正确；

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材料未涉及，故 C项错误；根据“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相比”

可知西周时的青铜器的功用与商代无异，都是用来书写的载体，故 D项错误。

3、【答案】 A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分析】依据材料“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

亲”可知政治与家族血缘相结合，故 A 项正确；依据材料“先秦盛行”，可知此时并非是封建等级森严，

故 B项错误；依据材料“先秦盛行”，此时还未形成中央区集权制度，故 C项错误；材料中强调了等级森

严，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分工，故 D 项错误。

4、【答案】 D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分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体现是分封制，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 A 项正确，不符

合题意；“谱牒不立，则传久而失宗”体现家谱在家族传承中的作用，故 B现正确，不符合题意；“父死

子继，兄终弟及”体现是宗法制中世袭的特点，故 C 项正确，不符合题意；“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说明不依靠亲族关系来选官，体现不出宗法制影响，故 D 项错误，符合题意。

5、【答案】 D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解析】【分析】“有权就有一切”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主宰国

家意志，体现的是皇权制；“家长制”作为家庭的长者掌握大权，在家庭中，居支配地位，其他成员都要

服从，体现的是宗法制；“官僚政治”取代先秦的贵族政治，体现的是秦代开创的中央集权体制；“蒙昧

主义”，天命观是一种道德教化方式，让百姓重视礼仪，明知孝悌，体现的是儒家思想，选择 D 项符合题

意。

6、【答案】 B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能力。“秦不能分尺寸之地”，说明秦朝废除分封制实

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一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弗轻能至也。”材料说明中

央集权下租税征收成本大幅增加，因此本题选择 B选项。A 选项不是主要意思，C、D 选项没有体现，故排

除。

7、【答案】 B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解析】【分析】材料“封建”指的是分封制，对于是否实行分封制争论不休，因此省略处应填入取代分

封制的地方行政制度，故 A 项错误；秦朝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后来两千多年都



没有改变，故 B项正确；郡国并行出现在汉初，不是直接取代分封制，故 C 项错误；行省制度出现在元朝，

不是直接取代分封制，故 D项错误。

8、【答案】 C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材料中的“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并不相同，

它是相对于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来说的。A选项这场革命并未调动地方积极性，而是使地方受到更多的

约束；B选项错误，这一制度皇权至上，皇权收到的制约远远不够；C 选项说法正确，秦朝的统一创造了

高度发达的文明；D 选项说法错误，这一制度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思想十分深固。

9、【答案】 B

【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解析】【分析】本题主要考察的是对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从材料“先秦时期的官阶，一般以天子授予

的爵位来称呼，往往是依据血缘关系亲疏”到秦汉时期则用“若干石”称呼，如郡守说明了贵族体制被官

僚体制的确立；A项错误，宗法观念至今存在；C 项材料中没有体现；D项错误，爵位依旧存在。所以答案

选 B选项。

10、【答案】 C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解析】【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材料“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构，为大批官

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指的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故 C

项正确；郡县制是巩固统一的措施，不是实现统一的保障，故 A 项错误；材料未体现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故 B项错误；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废除了贵族特权，并未强化官僚阶层的政治特权，

故 D项错误。

11、【答案】 D

【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解析】【分析】“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说明厚葬风气源于孝道的虚名，

故 A项错误；厚葬与重农抑商和土地私有制无关，故 BC 项错误；死后的厚葬可以获得孝的美名，同时西

汉的选官制度标准就是孝廉，而且西汉汉武帝之后儒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故 D项正确。

12、【答案】 B

【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解析】【分析】本题是考查宋代皇权的强化。材料不是反映宋代官僚体系的成熟而是反映官僚体系的臃

肿，不能选 A。这样做是在加强皇权，但是也造成了宋代行政效率不高，不能选 C。宋代也未破解藩镇难

题，不能选 D，材料是反映宋代皇权进一步强化的问题，故本题选 B。

13、【答案】 D

【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解析】【分析】材料所述选官制度只是曹魏一个时代的，没有其他时期的制度作比较，看不出选官的标

准变化，故 A项错误；九品中正制下，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地方的中正官手里，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故 B项错误；九品中正制被世家大族所操控的局面的出现，是在魏晋南北朝后期，故 C 项错误；由材料“按

照‘家世、道德和才能’三条标准，选拔‘俊秀之士’，一时间‘儒雅并进’”得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

员是德才并举，故 D 项正确

14、【答案】 B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解析】【分析】此题考查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材料观点认为从汉至明清皇帝为加强权力，不

断发展新的权力机构约束原有的权力中心，比如宰相。汉代察举征辟制属于选官制度；汉代内外朝制度，

隋唐三省六部制和宋代设参知政事是为了分化或削弱宰相的权力而设置的。所以答案选 B。

15、【答案】 D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解析】【分析】范文正公即范仲淹，这是他在“庆历新政”前的奏议，题中所述“官壅于下，民用于外，



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是指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具体体现为“三冗两积”局面，这一局面

的根源则是宋初（宋太祖）过度集权（过度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权和司法权）的统治措施造成的消极影

响。ABC 都不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D。

16、【答案】 C

【考点】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解析】【分析】材料没有体现是以惩贪为名增加官吏俸禄，排除 A；根据“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

公费用”可知，耗羡归公不是增加政府收入排除 B；因为清代官吏正常俸禄较低，耗羡归公就是要以合法

途径增加官吏俸禄，从而一定程度上澄清吏治，故选 C；耗羡归公是从正常税收中抽取养廉银，故排除 D。

17、【答案】 D

【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分析】材料叙述了父子的法律责任，没有体现皇权至上，故 A 项错误；BC 项反映的是该法律规

定的表面现象，排除；该法律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符合宋明理学对于礼制的

要求，最终导致对个人平等权利的忽视，最符合题意，故 D项正确。故答案选 D。

18、【答案】 A

【考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解析】【分析】根据材料“受过多至七十五次的控告，但每次总是被判无罪”可知，体现了司法成本的

巨大浪费与低效，故 A项正确；材料不能体现法制建设是否完善，故 B 项错误；雅典民主制法律至上，不

存在名人特权和自由不受限制，故 C．D 项错误。

19、【答案】 D

【考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解析】【分析】题目中涉及的是不成文法与国王命令抗衡的问题，不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关系，故 A 项

错误；材料涉及古希腊的法律观念，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无关，故 B项错误；题中没有交代抗争的结果，

而且古希腊社会中，女性在城邦中没有政治地位，故 C 项错误；安提戈涅以“天神宣布的法律”为依据来

否定国王的命令，法律（当时表现为不成文法）不可违背，体现出“法律至上”的思想，同时这种思想借

助了“天神”的权威，只能是一种朴素的思想，故 D 项正确。

20、【答案】 A

【考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解析】【分析】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与材料中“在议事会初审后交陪审法庭终审”相符，

故 A项正确；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并不管理城邦各项的事务，故 B 项错误；公民大会成为最

高权力机关，商定城邦重大事务， 而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故 C 项错误；材料中“当选高级

公职人员……任职资格”是公共事务而非私法，故 D 项错误。

21、【答案】 C

【考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解析】【分析】材料中雅典是奴隶制国家，维护的是贵族的利益，故 A项错误；公民内部的平等如所有

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他们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商定城邦重大事务，故 B 项错误；材料

强调资格审查是为了保证民主政体，防止专制独裁，故 C 项正确；轮番而治不是强调的重点，故 D项错误。

22、【答案】 C

【考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解析】【分析】所有的雅典居民对国家大事都享有决策权不符合史实，故 A项错误；题干与演说时间长

短无关，故 B 项错误；“民众支配雅典，演说支配民众。”强调民众容易被演讲等浮夸形式所左右，因此

缺乏法制规范的民主容易被浮华形式误导，故 C 项正确；题干没有涉及专业人士的管理，故 D 项错误。

23、【答案】 D

【考点】罗马法，文艺复兴

【解析】【分析】本题主要考察罗马法律，旨在考查分析比较所学知识的能力，联系所学，伴随罗马国家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矛盾重重，在此背景下罗马法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出现昔日辉煌，所以符合条件的



是 D项，材料没有涉及人文主义世界观，排除 A 项；借助复兴古罗马文化促进思想解放的是文艺复兴运动，

排除 B 项；题干中没有涉及到民主政治，排除 C 项。

24、【答案】 D

【考点】罗马法

【解析】【分析】以德性为基础的宪政理论并不是以德治国，故 A 项错误；社会契约论的提出是近代卢梭，

故 B项错误；公元 6世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编纂完成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形成，故 C项错误；根

据材料“国家是履行德性、根据有关法律与权利的协议而结合的多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当时罗马扩张，由

共和国时期过渡到罗马帝国时期，伴随着疆域的扩大国家理论的一种发展，故 D 项正确。

二、<b>非选择题</b>

25、【答案】 （1）做法：全面推行郡县制。影响：巩固了国家统一，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

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世历代所沿用。混合体：郡国并行制。

（2）特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影响：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

的发展；是我国省制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3）理解：始终维护中央集权（或始终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

认识：地方行政制度的调整关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主要调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趋势是中央

集权不断加强；制度随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化。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解析】【分析】（1）结合所学可知，秦始皇统一后，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两级：郡和县．郡长官为郡

守，掌全郡政务的；郡下设县，县有大县小县之分，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

令、县长下设县尉、县丞．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部分．其郡、县二

级行政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根据所学知识可以得出刘邦采用的“混合体”是郡国并行制。（2）材料二

中“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

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是对行省制度的描述。行省制是蒙古

统治者建立元朝在中原地区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它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

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3）通过读取材料三内容“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

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

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

动．”结合所学可知，从秦朝的推行郡县制开始，历经元、明清朝等各代王朝推行的一些地方行政制度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且趋势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加强。

26、【答案】 （1）特点：位低权大：升迁快；不畏权贵；可独立行使弹劾权。

目的：加强君主专制。

（2）特点：公民监督；严格的审査制度：依法严惩。

目的：监察公权力的运行。

（3）原因：美国政府主要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构成；新闻媒体通过引导公众舆论和动员民众力量，

对政府行政施加影响。

（4）不同：前者以监察官员为主体；后者以公民大众为主体。

【考点】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美国共和制的确立

【解析】【分析】（1）第一小问特点，据材料一“明朝的监察御史只有七品，但可以弹劾宰相、六部，

可以超摧（越级提升之意）为“按察使”（三品），故彼等多乐行其职权，不避权贵”得出位低权大，升

迁快，不畏权贵，据材料一“明代监察御史可以个别行使弹劾权与单独提出弹劾案，不以都察院的名义为

之，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弹劾案”得出可独立行使弹劾权；第二小问根本目的，据材料一“御史为君主

耳目之臣，职司风宪”，结合所学知识得出是为了加强皇权。（2）第一小问特点，据材料二“凡议事会

或公民大会决议与宪法抵触者，任何公民有权向议事会主席团提出申诉，主席团若认为申诉合理，原法案

动议者将负其咎”得出公民监督，据材（4）综合材料分析，据材料一得出中国古代行政监督主体是以监

察官员为主体，结合材料二、三得出西方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是以公民大众为主体。



27、【答案】 （1）相似：政府垄断立法；立法形式多样化；保护私有财产。

（2）保护对象：中国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罗马保护公民。

立法理念：中国注重等级观念（礼仪或以儒入法）；罗马注重理性、平等（自然法）理念。

经济主张：中国重农抑商；罗马保护商业。

（3）不同：罗马法强调正义、平等、人权、理性原则，而中国古代法律强调为君主专制服务、为君主德

礼治国服务、重视刑罚惩治。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罗马法

【解析】【分析】（3）根据材料三“‘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享

有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

非正义的人的标准’”可知罗马注重正义、平等、人权、理性原则，而中国更加注重为君主专制服务、为

君主德礼治国服务、重视刑罚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