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23 历年安徽无为县开城中学高三上

期第三次月考历史试卷（带解析）

第 1 卷

一.参考题库(共 25 题)

1.下图为安徽蚌埠市境内的钓鱼台遗址发掘现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

陶制圈足豆、鬲、爵以及砺石、石锛等生活器具，还出土了青铜镞、石镞和陶制

纺轮、网坠等，其中两枚西周时期的玉璧，给考古专家带来意外和惊喜。（据蚌

埠新闻网 2014 年 10 月 23 日讯）蚌埠钓鱼台考古发掘印证了

A．西周时期蚌埠境内开始有人类居住

B．今蚌埠地区是西周的重要封国

C．该地区在西周时期青铜制造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D．淮河流域文明悠久丰富

2.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在致华盛顿的“八千字电报”中指出：“



就像一个烂苹果会引起一桶苹果都烂掉一样，希腊的腐烂会传染给伊朗以东的国

家，他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传染欧洲，并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染给欧洲…．

．”凯南的这段言论是

A．阻止希特勒的扩张

B．为“遏制战略”造势

C．促成北约的建立

D．推进马歇尔计划实施

3.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其代写上

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

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有关雅典陶片放逐法的评价，正确的是

A．陶片放逐法对雅典政治家不利

B．不利于维护正常的民主秩序

C．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

D．加剧了公民之间的矛盾，破坏了国家稳定

4.“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在梭

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确切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所指梭伦实行的“所

谓政治革命”措施所代表的是

A．全体公民的利益

B．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C．新兴工商业的阶层利益



D．下层平民的利益



5.“史实”“史论”“史识”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史实即历史事实；史论即对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史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的史实，然

后得出科学的结论。下列对郡县制的叙述属于“史识”的是

A．它分郡县两级，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 

B．郡县制是中央对地方政权进行有效控制的制度

C．郡县制开中国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先河，影响深远

D．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6.西汉时灾异频发。每当灾害发生，皇帝常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

汉书》中记载皇帝颁布“罪己诏”多达三十三次。分析皇帝颁布“罪己诏”受哪一学

说或主张的影响

A．“天人感应”学说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C．“大一统”的主张

D．“三纲五常”学说

7.“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渐

形成。那时的农民，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缴纳赋税。这种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人教版高中《

历史.必修二》第 6 页）教材此处同时使用“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两个概念；下

面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两个概念的含义完全相同

B．两个概念没有关联



C．前者偏重生产结构，后者偏重生产结果

D．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

8.“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另一种条件下继承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完的事业”。材料

中的“事业”是指

A．发展资本主义 

B．反帝反封建

C．建立民主政治

D．实现国民平等

9.《法三西第三共和国宪法）(1875 年）规定：“共和国总统与参众两院议员共有

创制法律之权。总统公布两院所通过之法律，监督并保证其施行。”由此可知法

兰西第三共和国

A．实行权力制衡的原则

B．总统的权力大于参众两院

C．总统有权制定或废除法律

D．参众两院具有同等的权力

10.罗素说：“几乎所有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区别，都得归功于十七世纪取

得最辉煌成就的科学。”这句话中“十七世纪取得最辉煌成就的科学”指的是（   ）

A．相对论

B．生物进化论

C．量子力学

D．经典力学



11.据《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

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

数限者矣。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

里……”。对材料解读不符合史实的是

A．“封建”意为分封建国

B．元朝实行行省制是为了有效管辖地方

C．元代疆域比汉唐辽阔

D．中书省主要职责是统辖大都等腹里之地

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的部分目录：

第 10 章：世界的地平线（约公元前 2500 一前 2000 年）

第 11 章：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 2140 一前 1730 年）

第 12 章：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第 13 章：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 1730 一前 1250 年）

第 14 章：大陆的民族大迁徙（约公元前 1250 一前 950 年）

据此可以推断该书的编写采用

①断代史    ②编年史    ③文明史观    ④社会史观

A．②③
B．①②
C．③④
D．②④

13.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1796 年 9 月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其中说到：“（我们)



通过了一部胜过从前的政府宪法，以期密切联合，更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事务

。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

究和缜密考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

和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本身则包含着修正其自身的规定。……我们政府体制的基

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

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

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材料二   乾隆是清军入关后清王朝的第四代皇帝，其父雍正登基后将其立为皇太

子，1735 年，雍正驾崩，乾隆继承皇位。1795 年（乾隆六十年)85 岁的乾隆将帝

位禅让给太子嘉庆，并以太上皇的身份训位，1799 年驾崩。乾隆曾说：“本朝家

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有荣

辱人、能生死人者。”

（1）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时的美国和中国分别实行怎样的政治体

制，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有哪些不同点。(10 分）

（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的原因。指出对各自国家发展

的影响。(12 分）

1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5 分）

材料一  秦朝建立了从上至下的比较系统的监察机构，并将这个机构完全置于皇

帝的直接掌控之下。秦朝中央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大夫寺，其最高首脑是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尊，是副丞相，主要职责就是统率监察官员……。御史大

夫下设副职御史丞、御史中丞各一人，统率众多的御史。御史一部分在中央负责

日常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机构，负责对郡县两级官员的监察，又

称监御使、监察使，或简称郡监。……这样，中央和地方官员，莫不在监察机构



的监控之下。秦朝建立了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垂直的监察系统，这个系统直接

向皇帝负责。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材料二  贞观六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

保清白，今仓廪浸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上许之。”

贞观十八年，太宗本人对当朝重臣做了精当评价，其中，杨师道“性行纯和，自

无愈违"，岑文本“性质敦厚"……戴宵性贞正，死时“宣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

司特为造庙”。

（高宗永徽三年）政府颁布《唐律疏议》规定：（官员）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

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

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

——摘编自王春瑜《中国反贪史》

材料三  宋初统治者认识到官员的俸禄与其廉洁的关系，实行了一项精简官员编

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

千钱，之后又不断增加各种额外的津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

待遇是最为优厚的。宋代的这种高薪制，对于官员的廉政有正面的保障作用。

——《宋史》

材料四 在汉代，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

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

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

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

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

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明代将

御史台改为纠（都）察院，专门监察政府。

——摘编自管华《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的监察制度并指出其主要特点，试

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和目的（12 分）

（2）据材料二，概括唐朝反腐败的举措。（6 分）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宋初和廉政措施的特点。（3 分）

（3）据材料四，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2 分)并指出其反映的本质

问题是什么？（4 分）

15.下图为明清时期各地集市变化统计表，表中数据说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

光年间

 

A．州县集市的密度北方超过南方

B．南北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D．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

16.《中国古代史》中指出：在西周分封制度下，同姓集团授予封土，赐之以氏。

当时，姓、氏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到战国以后，姓

氏的分野逐渐消失，平民逐渐获得姓氏。平民得姓一事与下列哪个历史趋势的关

系最直接

A．郡县制度的发展

B．以“孝道”治天下



C．赋役制度的变化 

D．皇帝制度的形成

17.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说：“在此以后，外国渗透的方式从外贸领域

扩大到投资、生产、销售、金融各个领域，直接改变了原有的小农一手工业生产

方式’，使中国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都日益陷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地

位。”要研究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应首选（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18.1912 年 2 月 12 日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曰：“……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

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该诏书

A．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结束

B．体现了清帝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

C．以和平方式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

D．为中华民国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为了解决异邦人和被征服地区居民内部以及他们同罗马居民相互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逐渐形成一套‘万民法’。所谓‘万民法’，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

，它是罗马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被罗马国家用强制力保证实行的适用于罗马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法律。”（沈芝

：《古代罗马法的内容和影响述评》）下面对“万民法”适用范围的说明最准确的

是

A．异邦人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

B．罗马及其被征服地区的所有居民

C．罗马帝国境内的一切自由民

D．罗马帝国境内所有民族的居民

20.“马克思说：（德意志帝国实质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

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保卫的、军事专

制制度的国家。（高中历史必修一)”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之所以具有这样复杂的

特点，其原因有

①普鲁士王国通过战争武力统一德国

②德国资产阶级在统一进程中没有发挥作用

③普鲁士专制传统的影响

④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
D．②④

21.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

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下面关于徽商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徽商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业蘩荣的反映

B．徽商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今天皖南徽州地区

C．徽商的兴起与“重农抑商”政策背道而驰



D．徽商的兴起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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