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 2025届高考历史一轮复习——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选择题 50题）

1．考古研究表明，在今渤海至泰山之间的海岱地区出土了具有代表性的鬻、觚等陶质酒器，

这种器型的酒器后来也出现在五帝后期中原地区文化遗址中。这可用于说明（   ）

A．良渚文化的传承 B．红山文化的传承

C．龙山文化的传承 D．巴蜀文化的传承

【正确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在今渤海至泰山之间的海岱地区出土了具有代表性的鬻、觚等陶质

酒器，这种器型的酒器后来也出现在五帝后期中原地区文化遗址中。”并结合所学可知，鬻、

觚等陶质酒器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体现出龙山文化的

传承，C项正确；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距今 5300-4000年左

右，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

器型，与材料信息无关，排除 A项；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

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与材料信息无关，排除 B项；巴蜀文化是

指四川省、重庆市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昆明夷等文化

的辐射，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材料信息无关，排除

D项。故选 C项。

2．下图为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特展展出的红山文化玉龙。红山文化中“龙”的形象是

对多种动物形象的神化，是史前信仰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后，龙的形象逐渐成为

权力地位的象征。这件文物可以说明（   ） 

A．旧石器时代手工业技艺精巧细致 B．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崇拜出现

C．龙的形象标志父系氏族社会确立 D．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龙文化雏形

【正确答案】D

【详解】对多种动物形象神化的红山文化玉龙，“是史前信仰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龙文化雏形，D项正确；红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排除 A项；红山文化位于东北地区，并非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排除 B项；龙的

形象只是多种动物的神化，不足以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确立的标志，排除 C项。故选 D项。

3．根据考古学者的统计和估算，良渚古城的莫角山高台、内外城墙，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

设需要约 120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若按照 1万人每年劳作 200天计算，上述工程约需要 6

年以上的时间。此外，还需要有更多人为这些劳动力提供后勤保障。良渚古城的修建得益于

（   ）

A．农业经济的发展 B．国家形态的成熟

C．金属工具的使用 D．奴隶的辛勤劳动

【正确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良渚古城工程量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结合所学，动员大量人力

建设古城并保障食品等供应，前提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提供了空闲的人力和

多余的粮食，A项正确；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良渚古城修建时期国家形态

并未成熟，排除 B项；良渚的出土物中目前还没有发现金属，当时未大规模使用金属工具，

排除 C项；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修建良渚古城的不是奴隶，排除 D项。故

选 A项。

4．饕餮纹最早出现在良渚、龙山等文化的玉器、陶器上，也称兽面纹，融合虫、鱼、鸟、

兽等多种动物元素，有“驱鬼辟邪”之义。青铜器上的兽面则出现在夏代，商代和西周早期

纹饰神态愈加生动，形状复杂多变，应用更普遍。饕餮纹的流变说明

①良渚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  ②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基本奠定

③夏商西周时期迈入阶级社会  ④早期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正确答案】C

【详解】饕餮纹（也称兽面纹）最早出现在良渚、龙山等文化的玉器、陶器上，夏代开始出

现在青铜器上，商代和西周早期纹饰神态生动，形状复杂多变，应用更普遍，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材料通过饕餮纹的流变，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基本奠定，早期文明

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说法②④符合题意，C项正确；良渚文明并非中国境内最早的文明，

夏商西周时期迈入阶级社会在材料中没有体现，说法①③不符合题意，排除与之组合的 ABD

三项。故选 C项。

5．2022年 6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叠等



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3号坑、

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等在华北、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这能够佐证，中华文

明具有（   ）

A．同源性特征 B．多元性特征 C．连续性特征 D．互补性特征

【正确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叠等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

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

等在华北、华南地区都有发”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以及玉器与其他多个

地区出土的文物有着相似之处，三星堆与中华大地其他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华文

明多元发展，B项正确；青铜文化与玉文化并不相同，不符合同源性，排除 A项；连续性主

要表现在时间上，排除 C项；材料没有体现出多种文化的互补，排除 D项。故选 B项。

6．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称为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据研究，三星堆出土的

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的云纹、青铜神树的夔龙纹等，都是当时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类型。

据此可知，该时期

A．手工业生产趋于标准化 B．中外之间交流频繁

C．已出现跨区域文化交流 D．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正确答案】C

【详解】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的云纹、青铜神树的夔龙纹等，都是当时

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类型。”可得出四川地区的文明与中原地区的文明有一定的交流，体

现在青铜器的风格上，因此反映出当时已出现跨区域文化交流 ，C项正确；标准化的说法错

误，排除 A项；材料没有体现对外交流，排除 B项；当时没有重心南移，排除 D项。故选

C项。

7．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龙山文化城址，有大型宫殿、

护城河等遗迹。山西陶寺遗址，一般也被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这（   ）

A．说明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互证才有价值 B．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提供了证据

C．反映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D．表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成熟的城市规

制理念

【正确答案】B

【详解】据材料可知，龙山文化城址印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有熊国”的记录，这就为研究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B项正确；考古发掘不需要与文献记载的内容互证



也有其价值，排除 A项；仅根据龙山文化城址无法说明“多元一体”，排除 B项；“成熟的

城市规制理念”无从体现，排除 D项。故选 B项。

8．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增加“玉石时代”，这是中国

历史特有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首领“惟玉为葬”“以玉为礼”，各不同区域文

明中都有大量玉器出土，较为复杂的玉器组合只出现于大型石棺墓内。由此可见，“玉石时

代”中华文明的特征是（   ）

A．从事渔猎采集，过着原始群居迁徙生活

B．阶级分化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C．地域分布广泛，奠定多元一体政治格局

D．崇尚敬天保民，逐渐产生华夏认同观念

【正确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首领“惟玉为葬”“以玉为礼”，较为复杂的

玉器组合只出现于大型石棺墓内。”可见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的差异，这有利

于早期国家雏形的出现，B项正确；A项在材料中无法体现，材料主要体现了“玉石时代”

中华文明中已经出现阶级分化，排除 A项；材料未涉及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无法推出中华

文明的多元一体，排除 C项；材料所述与“敬天保民”无关，材料主要体现出阶级分化，排

除 D项。故选 B项。

9．下表是古代文献对“万邦”时代的相关记载。这可以用来说明，“万邦”时代（   ）

记载 出处

（大禹）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庄子·天下篇》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

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战国策·齐策四》

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

蛮夷，五在中国
《史记·封禅书》

A．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B．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初始形态

C．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D．出现了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

【正确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万邦”时代的相关史料记载。“置万国”“执玉帛者万国”“诸侯万国”



“黄帝时万诸侯”等都信息可知，表明当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初始形态，B项正确；题干没

有“多元一体”的相关信息，多元一体体现的是从分散的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排除 A项；

当时尚未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形成于西周时期，不符合题意，排

除 C项；题干没有“家国同构”的信息，家国同构是将国与家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宗法社会

的主要特征，不符合题意，排除 D项。故选 B项。

10．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直接控制范围在方圆 200公里内。如图为

二里头文化兴盛期，具其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孟、鬻、爵、觚）分布的情况。据此可知在当

时（   ）

A．大一统秩序已建立 B．手工业生产水平较高

C．阶级分化日趋明显 D．形成了地域核心文化

【正确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为中心”，陶酒器分布也体现了以

二里头遗址为核心，周围分布其它文化，可知在当时形成了地域核心文化，D项正确；材料

不能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能证明大一统秩序已建立，排除 A项；材料只提到陶酒器分

布，不能得出手工业生产水平较高，排除 B项；材料只涉及陶酒器分布的情况，不能体现阶

级分化，排除 C项。故选 D项。

11．考古发掘显示，夏都二里头被外来者占领后，增加了一些外来样式的陶器，有的属于河

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处的下七垣文化，有的属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之后，商人新建了两座

城邑——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其陶器风格多样程度甚至超过被占领后的二里头古城。这

些现象（   ）

A．反映了国家大一统局面 B．体现了战后的文化割裂



C．印证了早期文明的特征 D．显示了早期商业的盛况

【正确答案】C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提示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

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夏商周时期（中国）。据材料“增加了一些外来样式的陶器”、“陶器风

格多样程度甚至超过被占领后的二里头古城”等信息可知，夏商之际的中华文明存在着不同

类型文明相互交流的现象，符合了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C项正确；据所学知识可知，

夏商时期并非大一统的国家，排除 A项；题干材料体现的文化交流而非割裂，排除 B项；不

同类型陶器的交流，不一定是商业行为，排除 D项。故选 C项。

12．《国语》《墨子》《竹书纪年》《史记》都有关于夏朝的记载，但殷墟数十万甲骨文片中都

没有提到夏朝，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又明确了商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只是没有带文字的

文物出土证明是“夏”，经综合考证，考古学家认为，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这说明（   ）

A．史料的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B．文献史料由于其主观性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C．历史研究需要实物史料佐证才具有科学性D．科学地进行考古研究一定能证明夏朝存在

【正确答案】A

【详解】材料通过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的综合考证确认了夏朝的存在，所以史料的多元性推

动史学研究，A项正确；材料突出的是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综合考证而不是文献史料的局

限性，排除 B项；历史研究需要实物史料佐证才具有科学性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C项；科学

地进行考古研究一定能证明夏朝存在表述太绝对，排除 D项。故选 A项。

1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两座宫殿遗址：一号宫殿没有明显的居住生活迹象，附近和

庭院中的灰坑内发现有被绑缚人的骨架，学者推测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二号宫殿是包括

围墙、廊庑、大门、庭院、中心殿堂和大墓（位于殿堂北侧）的一组建筑，发掘者认为可能

是信仰祭祀场所，据此可以推知，二里头遗址时代（   )

A．宗法制已相当成熟 B．实现中央高度集权

C．出现社会贫富差距 D．王权与神权相结合

【正确答案】D

【详解】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宫殿遗址中，分别为王室的宗庙建筑和信仰祭祀场所，两处宫殿

规模较大，由此可以推知，二里头遗址时代，王权与神权相结合，D项正确；材料涉及的是

宗庙祭祀场所，这是静态的建筑，无法看出宗法制的发展程度，排除 A项；二里头遗址对应

的是夏朝，当时尚未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体制，排除 B项；通过材料中的信仰场所无法看出社

会上的贫富差距，排除 C项。故选 D项。



14．在夏文化遗址里，出土的陶器在形制、纹饰和器物群的组合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中，酒器比较多。此外，还出土成批制作水平较高的玉器以及石磬一类的乐器。这反映了

当时（   ）

A．文明呈现地域特征 B．生产工具注重实用性

C．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D．陶瓷技术有明显进步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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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题时间

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夏朝。据本题材料概括得出主要结论是：夏文化遗址文物表明当时陶

器制作、玉器、乐器制作水平较高，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当然能折射生产力发展，C项正

确；材料未交代夏朝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明，因此，文明呈现地域特征的说法错误，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信息体现生产工具注重实用性，材料主要反映了夏朝在陶器、玉器、乐器制作

行业水平的提高，排除 B项；材料中未将陶器制作技术与其他时期作比较故而无法得出陶瓷

技术有明显进步，排除 D项。故选 C项。

15．历史地图可以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观察下面示意图，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夏、商、周时

期（   ）

A．政治的中心主要是在南方 B．统治区域到达了珠江流域

C．青铜原料分布在黄河流域 D．诸侯国都集中在都城附近

【正确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主要涉及夏商周时期都城、铜矿和锡矿的分布

情况，由图中可得出的信息是青铜原料分布在黄河流域，C项正确；夏朝的都城在阳城，商

王盘庚迁都于殷，西周都城是镐京，东周是洛邑，排除 A项；统治区域到达了珠江流域是在



秦朝之后，排除 B项；材料未涉及诸侯国都的分布情况，排除 D项。故选 C项。

16．有学者认为，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它在内

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

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该

学者意在说明（   ）

A．二里头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最早形成期 B．中国王朝不借助于武力征服实现统一

C．“中国”是地域与文化结合的复合概念 D．华夏文明明显优越于周边的其他文明

【正确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可知，该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它凭借其软实力的

巨大张力向四周发射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可得出“中国”是地域与文

化结合的复合概念，C项正确；材料说明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在二里头时代，而非二里头时

代是华夏文明的最早形成期，排除 A项；中国王朝不借助于武力征服实现统一说法错误，排

除 B项；材料未涉及华夏文明和周边其他文明的比较，排除 D项。故选 C项。

17．五帝时代指的是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根据文献记载，“五帝”的提法

当始于西周或春秋时期，目前所见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都在晚商以后。东汉的《越绝书·宝

剑篇》记载：“赫胥（黄帝之孙）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官室。”这表明（   ）

A．先民对远古时期记载丰富 B．五帝时代与考古学发现已经相互印证

C．古史记录系统的周密完备 D．传世文献提供了五帝时代存在的可能

【正确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五帝”的提法出现在西周或春秋，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在晚商之

后，东汉时也出现了对黄帝之孙赫胥的记载，说明并未有五帝时代相关史料的记载，故传世

文献只是提供了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可能性，D项正确；材料无法得出先民对远古时

期记载丰富，排除 A项；材料无法得出五帝时代与考古学发现已经相互印证，排除 B项；

“周密完备”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C项。故选 D项。

18．据下图可知，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繁荣（    ）



A．推动了南北农业经济进步 B．依赖大规模商业活动开展

C．反映了南北方联系的加强 D．缘于统治区域扩大到江南

【正确答案】C

【详解】依据图示可知， 商周政治重心位于黄河流域，而重要铜矿位于长江流域，长途运

输成为必要，南北方联系由此加强，C符合题意；结合所学可知，青铜器比较珍贵且坚韧度

不够好，未广泛用于农业，A排除；青铜铸造由官府垄断，B排除；地图未标示统治区域，

无法得出扩大到江南，且青铜铸造的繁荣主要缘于技术进步等因素，地理因素不是主因，D

排除。故选 C项。

本题以商周青铜器为切入点，揭示了商周青铜文明与长江流域铜矿开发的关系，引导学生得

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共同塑造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结论，深化学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

的历史认知。

19．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熊通要求提升爵位等级，遭到周桓王拒绝。熊通

怒称现在周边地区都归附了楚国，“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楚）武王”。这

表明当时周朝

A．礼乐制度不复存在 B．王位世袭制度消亡

C．宗法制度开始解体 D．分封制度受到挑战

【正确答案】D

【详解】根据所学内容可知，分封制下诸侯获得封位都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根据“而王不

加位，我自尊耳”可知楚王自立为王的做法是对分封制的破坏，说明当时分封制度受到挑战，

故选 D；A项说法过于绝对，礼乐制度依然存在，排除；王位世袭制始终存在，并没有消亡，



排除 B；材料没有体现宗法血缘关系，不能说明宗法关系开始解体，排除 C。故选 D

20．有学者认为，《卫鼎》中记载了西周时期的炬伯用十块田换取裘卫价值八十朋的谨璋

（一种玉器）是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不是以土地私有为条件的商品买卖。该观点认为

当时的土地制度（   ）

A．反映了奴隶制井田制趋于瓦解 B．释放了土地私有的活力

C．体现出中国较早进入农耕时代 D．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正确答案】D

【详解】材料中提到的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西周时期，井田制并未完全瓦解，D项正

确；材料无从说明了奴隶制井田制趋于瓦解，排除 A项；B项说法与史实不符，排除 B项；

中国早已进入农耕时代，排除 C项。故选 D项。

21．据《礼记·王制》记载，周代分封制下诸侯和臣子的宫室、车骑、礼仪等存在很大差别，

这被称为“命数”。“命数”基本上按爵位和职位区分，上公九命，三公为八命，侯伯、王之

卿、子男、王之大夫分别为七命、五命和四命。由此可见，周代的“命数”（   ）

A．表明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 B．产生于儒家三纲五常思想

C．削弱了贵族对地方的政治管控 D．彰显了周天子的统治权威

【正确答案】D

【详解】材料中提到，周代的“命数”主要指接受周王分封的诸侯和臣子使用的宫室、车骑、

礼仪等的差别，由此可见，其彰显了周天子的统治权威，D项正确；A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排除 A项；材料所述西周分封制下官爵分为九个等级，而分封制先于儒家思想产生，排除 B

项；周代的“命数”规定相对于商代，加强了贵族对地方的政治统治，排除 C项。故选 D项。

22．商周时代的音乐创作达到——个高峰，当时乐舞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德成而上，艺成而

下”。西周天子每年正月初一向全国颁布的教学纲要“十有二教”中，第四项就是以“乐礼

教和，则民不乱”。这表明商周时期的音乐（   ）

A．凸显宗法等级秩序 B．是社会治理的工具

C．是典型的贵族文化 D．体现平民的价值观

【正确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因此根据材料

“乐礼教和，则民不乱”可以判断出西周时期的音乐是社会治理的工具，B项正确；材料与

凸显等级秩序、贵族文化无关，排除 AC项；西周时期的音乐反映的是上层社会价值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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