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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2024-2025 学年高一上学期

10 月月考历史试题

一、单选题（每小题 2 分，30 小题，共 60 分）

1. 距今约 9000—7500 年的贾湖遗址与距今 3300 年左右的殷墟遗址都位于今河南境内，两

地相距仅 300 公里。图第一行是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第二行是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

文，二者都刻画在龟甲等器物上。这可以说明中华文明（    ）

A. 源远流长 B. 多元一体

C. 开放包容 D. 善于创新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先秦（中国）。根据材料观察图片了。可知，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与殷

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存在相似性，再根据材料“距今约 9000—7500 年的贾湖遗址与距今

3300 年左右的殷墟遗址都位于今河南境内，两地相距仅 300 公里。”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两地的文明存在继承性，这说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A 项正确；“多元一体”是中华

文明的起源特点，但是两个文明不存在同一个时间段，“多元一体”无从体现，排除 B 项；

本题主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特点”，而“开放包容”不符合材料主旨，排除 C 项；贾湖文明

与殷墟文化存在传承关系，“善于创新”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典型代表，这一遗址中发掘出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十

几处大型公共建筑。由此推知，当时这一地区（   ）

A. 阶级对抗渐趋激烈 B. 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C. 社会组织能力强大 D. 早期国家已经产生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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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是推断题。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根据材料“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典型代表，发掘出

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十几处大型公共建筑”可知，牛河梁遗址群出现了大型公共建筑，

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组织能力强大，C 项正确；材料信息并未涉及阶级对抗的程度，排除 A

项；从牛河梁遗址的公共建筑情况无法看出贫富分化的情况，排除 B 项；早期国家产生是

在夏商周时期，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3. 下图是我国新石器时期不同地域遗址出土的龙形文化遗存。这印证了早期中华文化具有

（   ）

A. 同质性 B. 创新性 C. 连续性 D. 包容性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新石器时期（中国）。据本题材料“辽河流域三星塔拉遗址玉龙（距今约 6500-

5000 年）”“黄河流域陶寺遗址龙纹陶饰（距今约 4300-3900 年）”“长江流域凌家滩遗址玉

龙（距今约 6500-5000 年）”概括得出结论是：在新石器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的遗址出土的文

物有及其相近的外形，这说明早期的中华文化具有同质性，A 项正确；材料中的三个文物

比较只能看出其具有相近的外形，无法体现出创新性，排除 B 项；材料出土的文物差不多

是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不能形成前后相继的连续性，排除 C 项；中华文化具有包容

性，即兼收并蓄和求同存异，材料所给内容无法体现出包容性，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4. 考古学家在秦魏家村发现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一处墓地，其中有 16 座男女合葬墓。墓

葬中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下肢弯曲，侧身面向男子，且随葬品大都是偏向男性一侧。该遗

址属于典型的齐家文化。这说明，该文明（   ）

A. 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初始形态 B. 体现出父系氏族的基本特征

C. 注重神权与族权之间的结合 D. 受到了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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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材料“墓葬中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下肢弯曲，侧身面向男子，

且随葬品大都是偏向男性一侧”体现的是女子是男子的附庸，男权社会明显，具有明显的父

系氏族特征，B 项正确；早期国家出现是在夏商周时期，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神权和族

权之间的关系，排除 C 项；礼乐文化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5.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是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距今 10 万—5 万年的

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目前共出土遗物 4 万余件，包括石制品、动物骨骼和少量竹木质等

有机物标本。其中 1 件象牙质铲形器形体硕大、人工打制痕迹明显，为国内首次发现。据

此可判断山东沂水跋山古人类（   ）

A. 从事渔猎和采集 B. 种植粟和小麦

C. 过着定居生活 D. 贫富差距悬殊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根据时间“距今 10 万—5 万年”和“人工打制痕迹明显”，判断

山东沂水跋山古人类处于旧石器时代，A 项正确；种植粟和小麦、过着定居生活、贫富差距

悬殊都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新特征，与题意时间不符，排除 BCD 项。故选 A 项。

6. 《史记·夏本纪》写道：“益（禹晚年培养的接班人）让帝禹之子启。”《战国策·燕策一》

记载：“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对这两段记述

理解最准确的是（   ）

A. 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 B. 宗法制度早在夏朝就遭破坏

C. 益主动将王位让给了启 D. 史料记录有出入历史无结论

【答案】A

【解析】

依据材料“益（禹晚年培养的接班人）让帝禹之子启”可知，反映的是益让位于禹的儿子启；

依据材料“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可知，反映的

是启通过武力夺取王位，这体现了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的转变过程，

而且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A 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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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世袭制的转变过程，而且禹执政时期还没有出现宗法制度，排除 B 项；C 项只符合《史

记·夏本纪》中的记载，排除；受时代、阶级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历史记载存在差异，

但不能就此得出历史无结论，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7.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各区域在环境基础、经济内容、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

面存在差别，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

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这一论述（   ）

A. 说明区域间文明存在频繁交流 B. 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C. 意在说明黄河文明的独特地位 D. 阐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目的题、影响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国)。材料中“各区

域……存在差别”阐述了文明的多元性，“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夏商周三代文明”则是阐述

了文明的一体性，D 项正确；材料提出“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但是得

不出“频繁交流”，排除 A 项；从材料看，地理环境只是因素之一、而不是决定性因素，排

除 B 项；材料阐述的是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特征，不是说黄河文明具有独特地位，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8. 周王通过授土授民新建的国家已不是血缘聚居的方国，而是由周人、本地土著以及被征

服的殷人混合，以周人为统治者的新型国家。这说明西周分封制（   ）

A. 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 B. 强化了君主的专制权力

C. 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认同 D. 解决了社会的阶级矛盾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周朝时期的中国。材料“周王通过授土授民新建的国家已不是血缘聚居的方国，而

是由周人、本地土著以及被征服的殷人混合，以周人为统治者的新型国家”体现的是周朝由

方国转变为国家，国内民族呈现交融的趋势，说明的是分封制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认同，

C 项正确；西周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排除 A 项；周朝并未建立君主专制，排除 B

项；周朝属于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能消除，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9.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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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并

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与材料中的“立子立嫡之制”和“封建子弟之

制”分别对应的是（    ）

A. 宗法制和郡县制 B. 宗法制和分封制

C. 分封制和宗法制 D. 郡县制和宗法制

【答案】B

【解析】

依据材料“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

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是宗法制和分

封制，B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郡县制，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0. “方里而井，并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制

度（   ）

A. 全国土地分属于诸侯王所有 B. 臣民可通过买卖获得土地

C. 根源于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 D. 以青铜工具作为主要农具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古代（中国）。根据材料“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

亩，同养公田。”可知，这是井田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制度，

其根本原因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下采取的集体劳作方式，C 项正确；井田制下，周天子名

义上占有全国土地，排除 A 项；井田制下土地不允许随意买卖，排除 B 项；商周时期虽然

是青铜时代，但主要的生产工具仍旧是木、石、骨等制作，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1. 在古史传说中，后人不仅把夷人和羌人的一部分列为黄帝的后裔，而且把各部族劳动

人民的许多伟大发明，如衣服、文字、舟车、历法、蚕丝等都归功于黄帝。这表明（   ）

A. 中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B. 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根基

C. 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文明中心 D. 国家的初始形态已经基本具备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古代中国。从材料信息可知，古史传说不仅把周边民族列为黄帝的后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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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许多发明都归功于黄帝，说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根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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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正确；中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与材料描述信息和史实均不符，排除 A 项；材料

没有涉及黄河中下游的地位，排除 C 项；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材料没有涉及阶级压迫

和剥削，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 孔子曰：“仁者人也”。他认为应当关爱尊重他入。有同情心，还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

社会人际关系。这体现孔子的思想主张是（   ）

A. 仁者爱人 B. 为政以德

C. 克己复礼 D. 兼爱非攻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春秋时期（中国）。根据材料“他认为应当关爱尊重他人。有同情心，还主

张以爱人之心调解社会人际关系”可知，这体现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A 项正确；

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方面主张，非调解人际关系，排除 B 项；材料没有强调“礼”的内容，

排除 C 项；兼爱非攻是墨子的观点，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3.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在经济领域的核心任务，是围绕“耕战”目标，推行重农政策，

强化国家经济汲取力与社会动员力。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   ）

A. 意图平衡各国实力 B. 着眼于改变经济结构

C. 旨在实现富国强兵 D. 以重构大一统为目标

【答案】C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战国时期（中国）。据材料“推行重农政策，强化国家经济汲取力与社会动

员力。”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便在兼并战争

中取得优势地位，C 项正确；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的目的在于富国强

兵，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与意图平衡各国实力不吻合，排除 A 项；据材料

“在经济领域的核心任务，是围绕‘耕战’目标，推行重农政策，强化国家经济汲取力与社会

动员力。”等信息可知，其推行重农政策，着眼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着眼于改变经

济结构不吻合，排除 B 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的目的在于富国强

兵，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未体现重构大一统的目标，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4.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强调“为政以德”，法家强调“以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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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二者关注的共同点是（   ）

A. 道德规范要求 B. 文化教育模式

C. 人才选拔途径 D. 国家治理方式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时空是：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根据材料“为政以德”“以法治国”并结合所学可知，儒家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实

行仁政，以德治国，法家崇尚严刑峻法，认为只有以法治国才能维护统治，两者都关注国

家治理，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D 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儒家和法家的政治主张，没有强

调道德规范和文化教育，排除 A 项、B 项；材料中儒家和法家的主张不涉及人才选拔的内

容，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5. 下面为先秦部分著作引用《论语》中语句次数的统计表（单位：次）。该表可用来说明

（   ）

A. 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较稳固 B. 百家争鸣利于促进思想交流

C. 国家统一趋势影响学术发展 D. 诸子思想间的隔阂逐渐消弭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是本质题。时空是：先秦时期中

国。材料中的著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不同思想流派的著作，这些著作引用《论语》中语

句，体现不同学派相互影响和展开争论，促进思想交流，B 项正确；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

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排除 A 项；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分裂局面，仅仅从不同学派相互影响

和展开争论，不能看出国家统一趋势，排除 C 项；诸子思想存在明显差异，甚至代表不同

阶层的利益，虽然相互影响，但隔阂仍然明显，而非隔阂逐渐消弭，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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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战国策·齐策一》描绘了战国时期齐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

成幕，挥汗成雨”的景象。这体现出齐国（   ）

A. 全国市场初步形成 B. 重农抑商政策松动

C. 商人活动不受限制 D. 商品经济比较活跃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题干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

空是战国时期（中国）。材料中“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描

述，形象地展现了临淄道路上人群熙攘、热闹非凡的场景，这充分说明了临淄的商业活动

频繁，商品经济比较活跃，D 项正确；在战国时期，虽然齐国临淄商业繁荣，但还不能说

全国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当时各国之间仍存在诸多限制和壁垒，商业交流并非完全畅通无

阻，排除 A 项；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是主流政策，材料中并未体现这一政策有松动的迹象，

排除 B 项；“商人活动不受限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的活动

不可能完全不受限制，只是临淄的商业相对繁荣，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7. 商鞅变法法令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

为收孥”。这项规定不利于

A. 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B. 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

C. 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

D. 巩固和发展土地私有制

【答案】A

【解析】

依据材料中“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可知，

这是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的表现，明显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A 项符合题意。故答

案为 A 项。BCD 项，商鞅变法的法令，体现的思想是重农抑商，它能够起到保护农业经济

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同时利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巩固和发展土地

私有制是改变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巩固国家政权，在当时就是要巩固秦国的政权，

所以还是要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此三项表述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都符合史实，但

不符合题意，排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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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应付大规模而又频繁的战争，既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调遣的庞

大常备军，也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以便有效地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就此分析

各国最有可能（   ）

A. 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号令天下 B. 改革税制事实上承认土地私有

C. 实行军功爵制打破旧贵族特权 D. 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

准确时空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根据材料和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可知，要建立庞大的

常备军和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有效组织全国人力物力就要打破旧的松散的贵族政治，就需

要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D 项正确；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号令天下，与材料描述信

息不符，排除 A 项；材料说的是政治掌控力的提升，和税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B 项；

“实行军功爵制打破旧贵族特权”是破旧，无法立新，文中的一系列措施需要新的体制来达成，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9.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纷呈。有学者将它们分别描述为：“全面归服自然

的隐士派”“专制君主的参谋集团”“劳苦大众的行动帮会”“拥有无限同情心与向上心的文化

人的学派”。请按顺序指出它们分别代表哪一流派（   ）

A. 道、儒、墨、法 B. 墨、儒、法、道

C. 法、儒、道、墨 D. 道、法、墨、儒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时空是春秋战国至秦

汉时期。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道家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主张无为而治，这符合“全

面归服自然的隐士派”；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权利，这符合“专

制君主的参谋集团”；墨家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代表，这符合“劳苦大众的行动帮会”；儒家

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仁者爱人，统治者施行仁政，这符合“拥有无限同情心与向上心的

文化人的学派”；D 项正确，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20.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主张“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韩非认

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这些观点（   ）

A. 契合了现实政治的需要 B. 旨在实现富国强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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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明百家争鸣局面激烈 D. 根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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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

本题为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次题干设问可知，这是推断题、目的题、本质题。时空范

围为春秋战国（中国）。据材料可知，孔子认为富贵只要是合乎道义的，就可以去追求；孟

子认为互通有无可以弥补不足；韩非认为奢侈而懒惰会变得贫穷，勤劳节俭会变得富足，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三位学者都主张发展经济，追求财富，其经济思想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

力的发展促进了当时经济的进步，D 项正确；材料信息强调的是三位学者都主张发展经济

追求财富，无法得出契合政治需求，排除 A 项；材料中的思想虽与经济相关，但与“富国

强兵”并没有直接关联，排除 B 项；材料信息强调的是三位学者都主张发展经济追求财

富，无法得出争鸣局面激烈，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1. 秦始皇在原由商鞅颁布 标准器上加刻诏书铭文，或下令让政府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并

在上面刻铭文，发至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这一举措（   ）

A. 旨在推动工商业发展 B. 对国家统一有长远意义

C. 开启货币官铸的历史 D. 说明秦朝制度缺乏创新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影响题、目 题、本质题，时

空是清朝时期。根据材料可知，秦始皇时期将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推行至全国，

体现了秦的度量衡的延续性，这对国家统一有长远意义，B 项正确；材料并未强调统一度

量衡与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不符合题意，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统一货币铸造的相关信

息，表述不准确，排除 C 项；材料未涉及秦朝的制度特征，“缺乏创新”的说法不准确，排

除 D 项。故选 B 项。

22. 《全球通史》中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

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第二次发生于 1911 年。”第

一次“革命”是指（   ）

A. 世卿世禄制度的确立 B. 封建土地制度确立

C. 宗法制家族制度形成 D.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答案】D

【解析】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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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古代（中国）。据本题材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

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的革命是秦朝时中央集权的建立，D 项正确；世卿世禄制度早在

商鞅变法的时候就被废除，因而不会出现在公元前 221 年，排除 A 项；封建土地制度确立

是在战国时期，排除 B 项；宗法制的出现是在西周时期，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3. 秦始皇设御史大夫，由左右亲信出任，负责起草诰命文书，皇帝制书、诏书下达也多

由御史大夫承转。有些政事皇帝不愿差使丞相，会直接交给御史大夫办理。由此可见，秦

始皇设立御史大夫的目的是（   ）

A. 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B. 掌控军权，统领全国

C. 辅佐丞相，处理军政事务 D. 牵制丞相，加强君权

【答案】D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秦朝（中国）。根据材料“秦始皇设御史大夫，由左右亲信出任，负责起草

诰命文书，皇帝制书、诏书下达也多由御史大夫承转。有些政事皇帝不愿差使丞相，会直

接交给御史大夫办理”并结合所学可知，秦始皇在中央设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牵制丞

相，以加强君权，D 项正确；秦朝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均由皇帝任免，与设立御史大夫

的目的无关，排除 A 项；秦朝设太尉主持军事，排除 B 项；御史大夫是丞相助手，负责监

察系统，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4. 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宗法等级君主政体，其典型是西周王制，简称

“王制”；二是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其典型是秦朝帝制，简称“帝制”。造成其差异的主要原

因（   ）

A. 它们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 B. 官僚政治比贵族政治更先进

C. “公天下”优于“家天下” D. 建立者对国家结构认识不同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是原因题。时空是：古代中国。西

周之所以建立宗法等级君主政体是由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决定的，秦朝之所以

建立中央集权君主政体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决定的，故造成“王制”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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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差异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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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正确；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各有其合理

性，不能简单地说官僚政治比贵族政治更先进 、“公天下”优于“家天下”，排除 B 项、C

项；造成“王制”与“帝制”差异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并不取决于

建立者对国家结构的认识，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5. 有学者认为，秦朝的统一形态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控御等“硬件方面”应该是明

确有效的，但在“软件方面”却远远没有达到统一天下的基本要求，甚至还一直存在着两大板

块之间无法弥合的对立与仇视。据此可知，该学者旨在说明（    ）

A. 官僚政治符合时代潮流 B. 秦朝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C. 秦朝的速亡具有必然性 D. 秦的统一形态明确有效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目的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

确时空是：秦朝（中国）。根据材料“‘软件方面’却远远没有达到统一天下的基本要求”并结

合所学知识可知，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措施，破坏了原来的地方文化，

同时秦始皇在统治思想、政策等方面依然对关东吏民采取歧视、防范、威慑、镇压的态度，

这会造成原关东六国对秦朝文化认同感的缺失，B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官僚政治的相关信

息，排除 A 项；材料的主旨不是秦朝速亡的必然性，排除 C 项；D 项说法只能反映秦朝的

统一形态在“硬件方面”的效果，不能全面反映材料信息，以偏概全，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6. 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一些至今仍在发挥

作用。这些工程能够在秦国完成，主要是因为

A. 公田制度逐渐完善 B. 铁制生产工具普及

C. 交通运输网络通畅 D. 国家组织能力强大

【答案】D

【解析】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

较强，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因此战国后期秦国出现了一大批的水利工程，

D 选项符合题意。商鞅变法时期确立土地私有制，公田制度遭到破坏，A 选项说法错误。铁

制生产工具的普及并非只在秦国一地，B 选项排除。秦国的交通运输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

多大优势，C 选项排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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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的里耶秦简户籍簿记载了秦朝一户的户籍档案，包括家庭成员关系、名字、社会身

份等信息。这反映出秦朝（   ）

A. 户籍制度非常完备 B. 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

C. 社会等级分化严重 D. 重农抑商政策执行严格

【答案】B

【解析】

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

知准确时空是：秦朝（中国）。据题干，里耶秦简户籍簿详细记载了秦朝一户的户籍档案，

包括家庭成员关系、名字、社会身份等信息，这有利于政府对社会进行更加精细和有效的

管理，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故选 B 项；材料展示了秦朝户籍簿的详细记录，但并未

全面反映户籍制度的完备性，排除 A 项；社会等级分化是否严重与户籍制度的详细程度无

直接关联，排除 C 项；材料并未涉及秦朝的重农抑商政策，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8. 楚庄王时，不断向中原用兵，与晋国争夺霸主地位。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伐陆浑之

戎，阅兵周疆，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趁机向王孙满问九鼎之轻重。这反映了

A. 中央集权得以加强 B. 血缘纽带得到加强

C. 分封制度遭到破坏 D. 宗法制度受到冲击

【答案】C

【解析】

根据材料“阅兵周疆，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趁机向王孙满问九鼎之轻重”结合

所学知识可知，材料所述“阅兵周疆”有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之意，并且鼎是权力的象征，

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显示了楚庄王觊觎周王室之意，这些都反映出当时诸侯

崛起，分封制遭到破坏，C 项正确；材料内容主要体现了当时地方封国力量壮大，冲击周

王室的中央统治，而不是体现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并且这时期还未出现中央集权，排除 A

项；血缘纽带强调的是宗法制，材料内容没有体现宗法制内容，而是主要体现了分封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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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排除 B 项；宗法制强调血缘关系，材料内容没有涉及血缘关系，排除 D 项。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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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

29. 汉晋时期有多种文本记载，帝尧之时，“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戏，围

观者称颂帝尧。老者歌云：“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

哉！”上述记载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最接近（    ）

A. 孔子 B. 老子 C. 韩非 D. 墨子

【答案】B

【解析】

材料“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体现了当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反映了

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百姓无事”“帝何德于我哉”反映了百姓生活较少受到干预，反映

了“无为”的思想，B 项正确；孔子主张仁、礼、以德治国，材料信息没有体现，排除 A

项；韩非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主张法治，材料信息没有体现，排除 C 项；墨子

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30. 秦以前，一般人均可自称“朕”。秦统一后，“朕”成为皇帝的专属自称，皇帝的命令专称

为“诏”，其印章专称为“玺”，对皇帝的名字也要进行避讳。这些规定的主要意图是（   ）

A. 凸显皇帝独尊 B. 保证皇帝独裁

C. 重建礼乐文化 D. 宣扬皇帝功业

【答案】A

【解析】

朕、诏、玺为皇帝专用，避讳皇帝的名字，这些规定主要是凸显皇帝独尊，A 项正确；材

料这些规定无法体现保证皇帝独裁，排除 B 项；材料这些规定与重建礼乐文化无关，排除

C 项；朕、诏、玺为皇帝专用，避讳皇帝的名字，无法体现宣扬皇帝功业，排除 D 项。故

选 A 项。

二、材料分析题（其中 31 题 8 分，32 题 15 分，33 题 17 分，共 40 分）

3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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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陶寺遗

址（属龙山文化）中发掘的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都被权力阶层所独

有，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既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又有简陋普通的半

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陶寺遗址早期和中期的墓葬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

在着多个层次等级。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乱葬墓，死者或被弃于灰坑，或被作

为人牲用来祭祀或被夯筑于城墙中，有的甚至是多人从葬。围绕陶寺遗址分布的 14 处遗址

中，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落。

——摘编自高江涛《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材料二  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中，甘肃大地湾群落以一个长方形主室为中心，两

侧备有一侧室，左右对称，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无论是面积、质量还是结构都首屈一指。

在这一时期的姜寨等遗址中，除作为群落中心的准都邑有墙垣或其他防御性设施外，其他

聚落已没有了这些设施，在这些聚落中，还发现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将领和巫觋人员。此

外。在良渚文化区的大型墓中，有精致的玉铖等高级殉葬品，中型墓中玉铖的制作工艺与

形制与之相比略逊一筹。在此时的大汶口基地中，石钺、玉铖与作为贯通天地神人法器的

骨牙雕筒同时出土，说明这一神权与政权结合的传统至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

——摘编自马新《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为依据，概述这一时期早期

国家和文明的特征。

【答案】特征：出现最高权力所有者；出现宏伟建筑和防御工事；群落实现初步统一；相对

独立的职官设置；神权与政权的结合；出现集权趋势。

【解析】

本题为特点类材料题。时空范围为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特征：根据材料一“围绕陶寺遗

址分布 14 处遗址中，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

落。”可知，出现最高权力所有者；根据材料一“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既有规模宏大、地

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材料二“在这一时期的姜寨等遗址中，除作为群落中心的准都邑

有墙垣或其他防御性设施外，其他聚落已没有了这些设施”可知，出现宏伟建筑和防御工

事；根据材料一“围绕陶寺遗址分布的 14 处遗址中，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

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落。”可知，群落实现初步统一；根据材料二“在这些聚落中，还

发现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将领和巫觋人员”可知，相对独立的职官设置；根据材料二“在此时

的大汶口墓地中，石钺、玉铖与作为贯通天地神人法器的骨牙雕筒同时出土，说明这一神

的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6

权与政权结合的传统至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可知，神权与政权的结合、出现集权趋

势。

32.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

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润色之，以

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45112134303012001

https://d.book118.com/34511213430301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