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部分达标学校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

高一历史质量监测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

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

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4.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中外历史纲要》（上）前三单元。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约公元前 3500年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显示，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并组织了很大

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这表明牛河梁坛

庙冢文化时期（   ）

A. 原始农业开始兴起 B. 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C. 部落战争频繁发生 D. 打制石器技术产生

2. 周朝通过该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

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一制度是（   ）

A. 分封制 B. 世袭制 C. 礼乐制 D. 郡县制

3. 《晏子春秋》载：“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履，以养其母。”这可印证，春秋时期

（   ）

A. 民间手工业较发达 B. 家庭手工较为常见

C. 官营手工业规模大 D. 民间商业非常繁荣

4. 如表所示为《秦律》中的部分法律条文。据此可知，秦朝（   ）

盗窃处罚

方面

“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脸上刺字）以为

城旦”

“甲盗不盈一钱……（乙）见智（知）而弗捕，当赀一盾”



知情不报

方面

言论管控

方面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A. 鼓励民众间相互监督 B. 律法体现人文的关怀

C. 律法主要针对盗窃犯 D. 以严刑峻法维护统治

5. 汉朝初期，在汉文帝的主持下，汉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政策。其中包括减轻农业赋税，在保障

国家拥有一定粮食储备的基础上，允许农民将多余的粮食自由买卖。这些政策意在（   ）

A. 促进商业发展 B. 增加农民收入 C. 巩固农业基础 D. 恢复社会经济

6. 如图所示图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期间。该书（   ）

A. 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B. 是中国古代首部药物学专著

C. 记载了丰富的农学知识 D. 叙述了黄帝至汉代之间历史

7. 史料记载，东晋政权大量任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

族入仕，加上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东晋难以组织有效的“北伐”。据此可知，当时（   ）

A. 统治阶层矛盾重重 B. 江南士族力量强大

C. 北方势力主导东晋 D. 地方势力完全失控

8. 《剑桥中国隋唐史》评述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评述主要在（   ）

A. 强调隋朝制度创新 B. 肯定隋朝文化融合

C. 肯定隋朝统一意义 D. 突出隋朝帝国结构

9. 魏晋南北朝时期，均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任用人才，在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负责评定和推荐官员。隋

大业三年（607年）实行科举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铨举。这一转变（   ）

A. 开启了公平选官时代 B. 削弱了地方官员权力

C. 改变了隋朝中枢结构 D. 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



10.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唐太宗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治所在西州；同年 9月，针对西

突厥，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郭勒）设安西都护府。这表明设置安西都护府的主要目的是

（   ）

A. 稳定西南地区秩序 B. 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C. 促进边疆经济发展 D. 传播中原先进文化

11.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

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这段文字表明（   ）

A. 后梁太祖注重农业生产 B. 五代时期战乱频繁

C  租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 D. 当时商业发展繁荣

12. 现今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朝咸通九年（公元 868年）印造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

的雕版印刷品。这一文物能够（   ）

A. 体现唐朝宗教信仰流行 B. 见证印刷术的历史悠久

C. 表明唐朝手工工艺精湛 D. 证实雕版印刷始于唐朝

13.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新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来管理禁军日常事宜，并安排资历、名望不高的

人物担任次级军官，且不时对各将领进行轮换调防，借以防范将领专兵，及士兵光知军令而不听朝命的情

况发生。赵匡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   ）

A. 提升军队作战能力 B. 加强中央军事集权

C. 促进将领友好合作 D. 保障士兵基本权益

14. 宋初，广南西路地域广阔，包括今广西、海南及广东部分地区，不久又将广南西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

小的行政区，增设了诸多州县。这一调整意在（   ）

A.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B. 控制西南民族政权

C. 推动文化交流融合 D.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15. 如表 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频次统计表。该表体现了（   ）

题

目

出

处

《尚

书》

《周

易》

《春

秋》

《诗

经》

《礼

记》

《论

语》

《史

记》

《汉

书》

《后

汉

书》

其

他

题

目

总

数

8 2 2 4 4 1 2 13 2 3 34

.

为



使

用

次

数

所

占

比

例

24% 6% 6% 12% 12% 3% 6% 38% 6% 9% —

注：一道题目出处有时不止一处。

A. 朝廷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B. 政权更迭促进民族交融

C. 传统文化得到有效延续 D. 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趋势

16.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对瓷器的喜爱与日俱增，“除接受元朝官方赏赐外，多通过与中原地区贸易获

得”。1290年，元朝曾在大都附近设窑烧制瓷器，但所产瓷器品质欠佳，仍大量从中原地区购买。这反映

出（   ）

A. 元朝制瓷技术不成熟 B. 蒙古贵族生活奢靡腐化

C. 瓷器在元朝地位重要 D. 元朝经济依赖中原地区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1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秦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灭掉六国，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秦始皇仍重视军事，频繁发

动对外战争，以扩大疆域和巩固统治。但长期的战争也使得民力损耗严重，百姓苦不堪言。汉朝建立初

期，由于多年战乱，经济残破，社会动荡，国力虚弱，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外政策，如与匈奴

和亲，以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经过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物资丰富。汉武

帝决心改变对外被动的局面，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领大军出击匈奴，这些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拓展了汉朝的疆域，增强了国家的威望。

——摘编自谷园《秦汉简史：一部简明生动的秦汉史》

关于秦汉时期实施的对外政策，史学界有众多论述。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秦汉时期对外政

策实施的主要原因。

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

。



 宋代的流动人口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地，可称之为经济型流动人口。由于宋代人口和城市经

济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城郭已不合时宜，于是城市开始延伸至旧城郭。在一些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数

量甚多，还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兴起。经济型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商业活动，促进了城乡工农业产

品的交换，满足了人民的各种需要。同时，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服务业，于是流动人口为城

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在受到城市生活方式辐射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

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大冲击。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经济型人口流动的影响。

19.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时期，为了实现秦国的强大，秦穆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策

略。他重视人才，招揽了百里奚、蹇叔等贤臣，让他们为秦国的发展出谋划策。他对内大力修明政治，整

顿吏治，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积极发展生产，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量；对外不断开

疆拓土，扩大秦国的领土和影响力。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译本）

材料二  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宽广的胸怀治理国家。他深知纳谏的重要性，于

是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魏征等贤臣的直言进谏，这使他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中的偏

差和失误。他广纳贤才，任用了一大批有才能、有德行的大臣，让这群大臣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专长，共

同为国家的繁荣出谋划策。在经济上，他积极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障农民有田可种，减轻农民的赋

税和徭役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民族关系方面，他采取开

明友善的政策，平等对待各少数民族，尊重其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通过和亲、册封等方式加强与周边民

族的联系和交流，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护和爱戴，被尊称为“天可汗”

材料三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改革决心，励精图治，致力于整顿吏治。他

选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清除了官场中的积弊，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

治环境。同时，他大力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产、促进商业繁荣的政策，如减轻赋税、兴修水

利、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等，使得唐朝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进

入了“开元盛世”，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文化艺术繁荣昌盛。但唐玄宗在其统治后期逐渐沉迷享

乐，不理朝政，还重用杨国忠等奸臣，任由他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导致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逐渐

尖锐。唐玄宗统治前后期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唐朝

由盛转衰，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李斌城等《二十世纪唐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穆公治理秦国策略出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太宗 治国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唐玄宗前后期统治变化造成的差异。

（4）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君主行为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20.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的



材料  儒家文化源于春秋时期，经过战国、秦汉、唐宋等时期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

想体系。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礼仪、孝道、忠诚等道德观念，倡导中庸之道、和谐共生等哲

学思想，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任媛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根据材料，围绕“春秋至唐宋儒学发展”这一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

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福建省部分达标学校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高一历史质量监

测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

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

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4.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中外历史纲要》（上）前三单元。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约公元前 3500年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显示，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并组织了很大

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这表明牛河梁坛

庙冢文化时期（   ）

A. 原始农业开始兴起 B. 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C  部落战争频繁发生 D. 打制石器技术产生

【答案】B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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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 3500 年（中国）。根据材料可知，牛河梁坛庙冢遗址存在巨型公共建筑物，这类建筑需

要调动并组织很大的社会力量，并且存在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反映了当时

阶级分化已经出现，B 项正确；材料表明牛河梁坛庙冢文化时期阶级分化已经出现，未涉及原始农业的发

展状况，排除 A 项；材料表明牛河梁坛庙冢文化时期阶级分化已经出现，未体现部落战争是否频繁发生，

排除 C 项；约公元前 3500年为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技术已经出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 周朝通过该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

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一制度是（   ）

A. 分封制 B. 世袭制 C. 礼乐制 D. 郡县制

【答案】C

.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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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中国）。结合所学周朝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

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体现出强烈的等级性，C项正确；分封制也

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前朝遗民分封领地

和相当的治权，不符合题意，排除 A项；材料意在强调身份等级尊卑，与世袭制无关，排除 B项；郡县制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地方推广的制度，排除 D项。故选 C项。

3. 《晏子春秋》载：“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履，以养其母。”这可印证，春秋时期

（   ）

A. 民间手工业较发达 B. 家庭手工较为常见

C. 官营手工业规模大 D. 民间商业非常繁荣

【答案】B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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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罘罔，捆蒲苇，织履”都是个人或家庭进行的小规模手工劳

动，说明在春秋时期，家庭手工劳动是较为常见的现象，B项正确；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或小范

围的交换，因此不能说明民间手工业较发达或民间商业非常繁荣，排除 AD项；材料反映的是家庭手工

业，并非官营，排除 C项。故选 B项。

4. 如表所示为《秦律》中的部分法律条文。据此可知，秦朝（   ）

盗窃处罚

方面

“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脸上刺字）以为

城旦”

知情不报

方面
“甲盗不盈一钱……（乙）见智（知）而弗捕，当赀一盾”

言论管控

方面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A. 鼓励民众间相互监督 B. 律法体现人文的关怀

C. 律法主要针对盗窃犯 D. 以严刑峻法维护统治

【答案】D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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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中国）。据本题材料“盗窃处罚方”中“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脸上刺

字）以为宜城旦”，对盗窃哪怕是一钱以上的处罚都极其严厉，手段残酷，“知情不报方”中“甲盗不盈一

钱……（乙）见智（知）而弗捕，当赀一盾”，对知情不报者也有惩处，“言论管控方”“有敢偶语《诗》

《书》者，弃市”，对言论的控制也很严苛。综合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秦朝法律处罚严厉，多使用重

刑。这表明秦朝是以严刑峻法来维护统治的，D 项正确；材料重点强调的是秦朝法律处罚严厉，严刑峻

法，而不是鼓励民众间相互监督，排除 A项；从这些严苛的法律条文来看，根本无法体现人文关怀，排除

B 项；材料中的法律条文并非仅仅针对盗窃犯，还有对知情不报者和言论方面的规定，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5. 汉朝初期，在汉文帝的主持下，汉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政策。其中包括减轻农业赋税，在保障

国家拥有一定粮食储备的基础上，允许农民将多余的粮食自由买卖。这些政策意在（   ）

A. 促进商业发展 B. 增加农民收入 C. 巩固农业基础 D. 恢复社会经济

【答案】D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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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初期（中国）。根据材料“减轻农业赋税，在保障国家拥有一定粮食储备的基础上，允许农

民将多余的粮食自由买卖”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初，经济凋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

以达到恢复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经济、解决严峻的经济局势的目的，D项正确；A选项错误，材料体现的

是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与商业发展无关，排除 A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赋税收的目的

是恢复农业生产，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排除 B项；统治者目的在于恢复经济，巩固统治，而不是巩固农业

基础，排除 C项。故选 D项。

6. 如图所示图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期间。该书（   ）

A. 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B. 是中国古代首部药物学专著

C. 记载了丰富的农学知识 D. 叙述了黄帝至汉代之间历史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影响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古代（中国）。根据所学可知，《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A项正确；《神农本草经》是

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排除 B项；《黄帝内经》没有涉及农学知识，排除 C项；《史记》叙述了黄帝

至汉代之间历史，排除 D项。故选 A项。

7. 史料记载，东晋政权大量任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

族入仕，加上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东晋难以组织有效的“北伐”。据此可知，当时（   ）

A. 统治阶层矛盾重重 B. 江南士族力量强大

C. 北方势力主导东晋 D. 地方势力完全失控

【答案】A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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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中国）。据题干信息可以看出，当时东晋的统治阶层存在着北方世族与南方世族之间的矛

盾、中央与方镇之间的矛盾等，各种矛盾交织，统治阶层内部的关系复杂，矛盾重重，A项正确；题干中

主要强调的是北方世族对南方世族的侵犯和打压，不能得出江南士族力量强大的结论，排除 B项；虽然东

晋任用了大量侨姓世族，但不能就此说明北方势力主导了东晋，题干中并未有足够信息支撑这一观点，排

除 C项；题干只是说中央与方镇对立，不能得出地方势力完全失控的结论，排除 D项。故选 A项。

8. 《剑桥中国隋唐史》评述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评述主要在（   ）

A. 强调隋朝制度创新 B. 肯定隋朝文化融合

C. 肯定隋朝统一意义 D. 突出隋朝帝国结构

【答案】C

【解析】

【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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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中国）。根据材料“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

同的文化意识”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隋朝在制度和文化上有所创新，这有利于隋朝的统一，肯定了隋朝统

一的意义，C项正确；隋朝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但这只是材料的部分信息，不是材料的主旨，排除 A项；

文化融合是材料的部分信息，不能涵盖材料主旨，排除 B项；隋朝帝国结构这只是材料的部分信息，不是

材料的主旨，排除 D项。故选 C项。

9. 魏晋南北朝时期，均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任用人才， 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负责评定和推荐官员。隋

大业三年（607年）实行科举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铨举。这一转变（   ）

A. 开启了公平选官时代 B. 削弱了地方官员权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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