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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 101中学高二（上）期末 

历    史 

第一部分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40分） 

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 

1.在北京通州发现的千余座古墓中，79%是战国至汉代的。在胡各庄村发掘了 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瓮棺葬，排列

有序，组合多样。在后北营村出土的骨质算筹多达 26支，是古人计数的工具；还出土了一种南方人用得居多的布

币。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研究 

①瓮棺葬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 

②战国至汉代的早期数学计算工具 

③当时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流的状况 

④京杭运河开通后通州的城市特色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2.西周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官职“媒氏”，督促男女婚嫁，并且规定男子最晚 30岁娶妻，女子最晚 20岁出

嫁。政府如此规定的目的是 

A. 鼓励婚姻自由 

B. 促进人口增长 

C. 加强基层控制 

D. 实行重农抑商 

3.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齐桓公曾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代表参加，会盟以周天子名义颁布

盟约：不准堵塞水道；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

大事。会盟后，“诸侯称顺焉”。据此可知会盟 

A. 加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B. 扭转了春秋礼崩乐坏的趋势 

C. 体现了诸侯国经济安全的需求 

D. 避免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 

4.有学者指出：“把全社会激励体系向农战聚焦，通过建立明确的以战争和耕织为取向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

发掘、调动了全社会的潜力。”能够支撑这一论述的是 

A. 周王“授土”“授民” 

B. 秦国的商鞍变法 

C. 汉武帝实行“推恩令” 

D. 北魏孝文帝改革 

5.下列主张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属于同一思想流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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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 

B.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C.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若此则天下治” 

D.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 

6.学者阎步克以“波峰与波谷”来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他指出，秦汉是波峰时

期，国家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

态”。下列属于这一时期“常态”的是 

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②集体宰相制度 

③儒家正统    ④官僚政治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7.《史记·河渠书》对中国古代某水利工程记载道：“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

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此水利工程位于如图中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8.《汉书·高帝纪》载，刘邦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

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免除）徭戍。以十月赐酒肉”。这一举措表明 

A. 儒学成为主流思想 

B. 注重推行道德教化 

C. 官府建立养老机制 

D. 统治思想转向有为 

9.中国古代有立法保护耕牛的传统，秦汉时期皆立法严禁杀牛，魏晋南北朝时规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

犯者皆死”。这一现象表明 

A. 西周宗法制度尚存 

B. 注重保护生态平衡 

C. 农业受到官府重视 

D. 立法过于严苛细密 

10.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东汉熹平年间，汉灵帝命人写定《诗》《书》《论语》等七部经典。经典用标准

的八分隶书体写成，刻成 46方石碑，立于太学，以便学人校对是正，被称为“熹平石经”。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儒家经典在焚书坑儒后大多遗失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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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国古代书画艺术开始进人自觉阶段 

C. 朝廷注重儒家经典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D. 标志着儒学成为官方推崇的正统思想 

11.公元 529年，南梁大臣陈庆之说：“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

盛。”与上述现象关系密切的是孝文帝改革中的 

A. 计口授田 

B. 设立三长 

C. 议定俸禄  

D. 移风易俗 

12.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六月颁布俸禄制，诏云：“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

秩……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宪章（效法）旧典，始班俸禄。”这反映了 

A. 改革借鉴了汉族的官僚制度 

B. 旧势力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C. 战乱导致典章文书大量毁坏 

D. 俸禄制导致官员的贪污腐败 

1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提到某种制度：“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

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材料

中体现的这一制度盛行于 

A. 汉朝  B. 魏晋南北朝   C. 唐朝  D. 宋朝 

14.下列选项中，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实的是 

A.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    B.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C. 火药开始运用于军事    D. 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 

15.隋唐时期，绘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宗教画生活气息浓厚，人物画注重表现人的形态，山水、花鸟也成为绘

画主题。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A. B.  

C. D.  

16.在唐代长安的“市”中设有“平准署”，职能是卖出官府不用之物，买进所需物品，根据市场的变化买贱卖

贵。对该机构作用认识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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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官府放宽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 

B. 具有平抑物价和与民争利双重影响 

C. 朝廷的财政依赖商税和专卖收入 

D. 保证官营手工业在市场的垄断地位 

17.732 年，官修的礼仪巨著《大唐开元礼》颁行，舍弃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并为皇室和国家所采用的道教

和佛教礼仪。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 

B. 理学对朝廷影响日益深入 

C. 儒学的正统地位根深蒂固 

D. 佛、道盛行导致战乱不休 

18.唐太宗告诫巡视州县的官员：“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还规定：“诸非（非法）兴造及

杂（额外）徭役”，超过一定的数量，“坐赃论”。这说明唐太宗 

A. 选贤任能，虚怀纳谏 

B. 推行均田，鼓励垦荒 

C. 保证农时，减轻负担 

D. 不兴土木，休养生息 

19.唐贞元八年（792年）六月，江淮等南方诸州“霖潦为灾、浸没田畴、毁败庐舍”，有大臣上奏“虽幸者京师

岁稔，夏麦又登……然赋取所资，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要求宜速救灾。对该材料，下列解读正确的是 

A. 安史之乱对经济破坏严重 

B. 南方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 

C. 江淮地区成为了政治中心 

D. 关中地区是朝廷财赋重地 

20.下图为扬州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出产的瓷器，它是一件西亚椰枣纹装饰风格的青釉褐斑模印贴花壶，椰枣纹图

案中心标着一个“张”字，表明是张氏家族作坊的产品。该文物可以用于研究

唐代 

A. 交通路线与对外贸易 

B. 坊市制度与城市发展 

C. 官营手工业制瓷工艺 

D. 书法绘画与雕版印刷 

21.宋代有大量农户脱离单纯的粮食生产，各地出现了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生的菜园户、花户、药户、漆户、果

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这些专业户部分或主要从事商品生产，更大程度上面向市场。据此得出的认识，正确的

是 

①作物种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②广泛种植高产作物玉米和烟草 

③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基本完成 

④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得到提高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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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时，大臣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供养军队），军可谓多

矣，财可谓耗矣。”这种状况的影响是 

A. 加重财政负担造成积贫局面 

B. 扭转了在边境的军事弱势 

C. 造成了武将拥兵割据的问题 

D. 抵消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23.有人问学于程颐：“人有志于学，然知识蔽固，力量不至，则如之何？”程颐的回答应该是 

A. “求之性情” 

B. “发明本心” 

C. “内积忠信” 

D. “只是致知” 

24.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为“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其变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蔡

京对王安石变法推崇备至，“取熙宁成法施行之”。梁启超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

社会革命”。对此，说法正确的是 

A. 无法对王安石变法准确地评价 

B. 后人评价较当时更具有正确性 

C. 历史评价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 

D. 变法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25.下图是南宋临安城的城市布局，下列解读正确的是 

 

①经济职能是临安城首要功能 

②皇宫偏居城南表明皇权衰落 

③水运是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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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周边城郊地区商业活动繁荣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26.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时，为使经济状况不佳的中下等级的民户能及时耕种收获，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

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约定到秋收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免遭豪强兼并之家的重利盘剥。这一做法到王安石

变法时演化为 

A. 市易法  B. 均输法  C. 免役法  D. 青苗法 

27.宋朝时期，繁荣的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诗歌创作。下列诗词中能折射出宋朝城市商品经济新发展的是 

A. “闻说萍乡县，家家有绢机” 

B.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 

C. “昔在建城市，盐酒昼夜宣” 

D. “多稼村村过，垂杨店店迎” 

28.梁启超评价我国古代一位改革家的改革时说：他推行的一些措施与近代西方的一些方法极其类似。其中某项措

施“颇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某项措施“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他评价的是 

A. 商鞅变法 

B. 北魏孝文帝改革 

C. 庆历新政 

D. 王安石变法 

29.理学家提出“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

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反映出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质是 

A. 中正平和，阴阳和合 

B. 崇尚自然，清静无为 

C. 接受挑战，科学理性 

D. 兼收并蓄，勇于创新 

30.元朝王桢的《农书》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书中最有特色也最有价值的是占全书 4/5的《农器图谱》

部分，收录农业和手工业工具 100 多种，绘下图幅，下列各项中反映元朝新技术成就的是 

 

A. 水排  B. 曲辕犁  C. 筒车  D. 木棉纺车 

31.历史学家钱穆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下列选项中，能为其提供证据的是 

①汉朝丞相位高权重，为“百官之首” 

②汉武帝设立中朝，首长制得到加强 

③唐朝三省长官集体议事，相权分散 

④从首长制到委员制，皇权得到加强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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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国古代专制皇权不断受到威胁，各朝代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措施。下列措施与“分宰相军权”相关联的是 

A. 汉设立中朝 

B. 唐设节度使 

C. 宋设枢密院 

D. 元设中书省 

33.元代《富春山居图》残卷分藏于海峡两岸。2010年初，两岸均有意联合展出该作品。下列作品与《富春山居

图》同属于一个朝代的是 

A. 顾恺之《洛神赋图》 

B.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C. 王祯《农书》 

D. 司马光《资治通鉴》 

34. 唐代和宋代都有谏官。唐代谏官由宰相荐举，主要评议皇帝得失；宋代谏官由皇帝选拔，主要评议宰相是

非。这说明 

A. 唐代君主的权力不受制约   B. 唐代以谏官削弱宰相的权力 

C. 宋代谏官向宰相和皇帝负责   D. 宋代君主专制的程度高于唐代 

35. 诗人左思在其《咏史》中浓郁悲歌：“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造成这一社

会状况的制度原因是 

A. 征辟制  B. 察举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 

36.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

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这里的“官”隶属于 

A. 宣政院  B. 中书省  C. 理藩院   D. 行中书省 

37. 东汉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水排”主要应用于 

A. 灌溉  B. 制瓷  C. 耕种   D. 冶铁 

38. 文庙是中国古代官方兴建的祭祀孔子的场所，产生于唐代，宋代逐渐在中原、江南的城市中大量兴建，元代

在贵州、云南，清代在新疆、东北等地也相继出现。这一现象表明 

A. 兴建文庙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  B. 唐代是官方儒学教育的兴起阶段 

C. 文庙的兴修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  D. 文庙的修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39.中国古代常常通过分割和削弱相权来加强皇权。下列表述准确的是 

A. 西汉通过削弱诸侯王势力分化相权 

B. 北魏实行三长制分割丞相的行政权 

C. 宋代设立三司使来分割丞相的财权 

D. 元朝设中书省分割了丞相的行政权 

40.如下图所示为《唐书》所载 830 名进士的出身分布比例，由此可见，唐代科举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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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选拔士族子弟而设立   B. 仍然是九品中正制翻版 

C. 缩小了人才选拔的范围   D. 兼顾多个阶层但不完善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60分） 

41.古代政治部分 

材料一  到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已经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

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而且秦朝在全国普遍实行郡

县制，中央政府通过郡的行政长官郡守管辖所属各县的县令（或县长）。公元前 221年在全国设立了 36个郡，以

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局部的调整，到秦朝末年全国约有 50个郡，下辖近千个县。能在这样大的范围里建立起一个

统一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

基础。 

 

（1）依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要说明秦朝疆域是如何形成和如何管辖维系的？秦朝疆域的确定有什么重要历史

意义？ 

材料二  上（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

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 

——《资治通鉴》 

宋朝设官之制……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皇宫），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

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47 

宋初，中枢权力机构在事权上不相上下、互相钳制。 

——选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说明唐、宋中枢权力的分权与制约。 

42.古代经济部分 

材料一  秦汉时期，官营丝织业规模宏大，每年经费高达千万钱，官营丝织工场“作工各数千人”。大工商

者经营的丝织业兴盛发达，《史记》载，通邑大都中从事买卖“帛絮细布”者，可“比千乘之家”。官僚地主也自

营纺织，田庄中有养蚕、缫丝、织缣、染色等全部生产过程；其产品除自身消费，亦出售求利。社会消费的丝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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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明显増加，《盐铁论》中说：“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xǐ，指麻类植物的纤维）而已……夫罗纨

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是以文缯薄织，不鬻于市。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

服。” 

——摘编自林剑鸣等著《秦汉社会文明》 

（1）依据材料一，分析秦汉时期丝织业的经营方式和消费状况。 

材料二  唐以前和唐朝的都城为了确保安全，加强防卫警戒，采用封闭式结构。四周由“城”和“郭”等多

重墙垣组成骨架，封闭整个城市。城郭以内，宫殿、官署、食库、贵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筑有墙垣，甚至作为居民

聚居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围墙，设置警卫。唐宋之际，都城的封闭结构发生了变化。北宋

东京出现沿街的各种商店酒楼；有不少商业繁荣的街道分布在交通要道。这是都城制度的重大变革，居民生活方

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活跃有关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和行会组

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关系。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2）根据材料二，说明唐宋城市呈现的不同特点，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记载，南亚、东

南亚、欧洲、非洲等地 50多国的海船常到华南采购丝绸。宋代造船业发达，指南针已用于航海，而且海运比陆运

省钱。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秀州（嘉兴）温州、江阴、密州（山东诸城）等地设立市舶司，

管理对外贸易；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征收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

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

海岸。 

——摘编自刘治娟著《丝绸的历史：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彩带》 

（3）依据材料三，说明宋代海路丝绸贸易兴盛的原因和影响。 

43.中国古代文化 

材料一  唐代印刷品中，历书（日历）占很大比例，质量也较其他印刷品为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需要掌握

农时和节令的变化，因而社会需求较大。各地书坊按照朝廷颁布钦定历书的月份朔晦和节令变化翻刻印刷，往往

还有对全年的旱涝灾情、农事丰歉、瘟疫饥馁的预测，以及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吉凶禁忌，很受农民和市井工商业

者的欢迎。为了争夺市场，书坊往往在朝廷历书未颁之前争相编印，导致日期有误差，甚至发生争执而对簿公

堂。 

——摘编自罗仲辉《印刷史话》等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简述唐代印刷业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宋高宗禅位，宋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疏提出了他的“帝王之

学”的两条基本原则：“先格物致知”，“自然意诚心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务。扩充了天理，克

服了人欲，就会“圣心洞然，中外融彻”，也就是心正意诚。据《宋史》记载，此后不久，有人在路上碰到朱

熹，劝他见皇帝不可再讲“意诚心正”，“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回答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

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摘编自李申《简明儒学史》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概述朱熹的思想和品格。 

材料三  《马可•波罗行记》（简称《行记》）向西方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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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界争论已久。 

两派争论情况简表 

 

（3）阅读材料三，概括两派学者的分析角度，任选一组争论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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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 101中学高二（上）期末历史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40分） 

1.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在北京通州发现的千余座古墓中，79%是战国至汉代的。在胡各庄村发掘了 62座战国晚期至西

汉瓮棺葬，排列有序，组合多样。”可得出该发现主要是在中国北京地区，因此可作为瓮棺葬研究的材料内容，

故①正确。根据材料“在后北营村出土的骨质算筹多达 26 支，是古人计数的工具；还出土了一种南方人用得居多

的布币。”可得出该发现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可用于战国至汉代的早期数学计算工具的研究。同时材料中还涉

及到货币，因此可推断出与经济交流有关，故可以作为当时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流的状况的研究材料。因此②③正

确。材料强调“千余座古墓中，79%是战国至汉代的”，而京杭大运河始于春秋末期，经隋朝和元朝两次扩展后完

工，两者时间不吻合，故④不能选；用排除法，所有包含④的都排除，所以答案选 A，排除 BCD项。 

2.  

【答案】B 

【解析】 

【详解】材料反映了西周时期专门设置管理婚姻大事的官职，并有了关于结婚年龄的最晚规定，结合所学可知政

府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故 B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婚姻的年龄，而不是鼓励婚姻自由，故 A项排

除；材料没有涉及到对基层的控制，故 C项排除；重农抑商在战国时期实行，故 D项排除。 

3.  

【答案】C 

【解析】 

【详解】从材料中的“不准堵塞水道；不准( 因别国灾荒而) 不卖给粮食”可以看出，此次会盟体现了诸侯国经济

安全的需求。故答案为 C项。会盟现象实际上削弱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排除 A项；礼崩乐坏的局面没有得到

扭转，排除 B项；D项说法绝对，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仍然在延续，排除 D项。 

4.  

【答案】B 

【解析】 

【分析】 

本题考查商鞅变法的措施。 

【详解】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措施符合“把全社会激励体系向农战聚焦，” 奖励军功，废除“世卿

世禄制”符合材料“通过建立明确的以战争和耕织为取向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掘、调动了全社会的潜力。”

故选 B。周王“授土”“授民”于诸侯，属于分封制，与材料无关，故排除 A。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是为解决郡

国并行制而导致的地方割据的问题，与材料无关，故排除 C。北魏孝文帝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不能体现

“通过建立明确的以战争和耕织为取向的激励机制”，故排除 D。 

【点睛】商鞅变法的措施：1.经济上：①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③统一度量衡。2.军事上：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3.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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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②实行什伍连坐制度③制定秦律 4.文化上：①焚烧诗书②改革旧俗 

5. 

【答案】D 

【解析】 

【详解】“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体现的是法家与时俱进的主张，D 项主张法治，属于法家观点，故答案为

D项。A项是儒家主张，B项是道家主张，C项是墨家主张，均排除。 

6. 

【答案】C 

【解析】 

【详解】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在地方实行郡县制，郡县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遣，官僚政治取

代贵族政治。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步确立。①③④说法

正确，故答案为 C项。隋唐时期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形成集体宰相制度，②不是秦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常态”，排除含有②的 A、B、D项。 

【点睛】本题属于组合式选择题，常见解题方法有肯定法、排除法、求同存异法等。肯定法即凭借对一些基础知

识的牢固掌握，直接作答。排除法即找出一项或两项不符合题目要求的题肢，排除它，逐步缩小范围，最后留下

正确选项。求同存异法即将备选项中相同的题肢放在一边不管，而将所剩余相异的题肢加以比较辨析，从而根据

题干的要求得出正确答案。 

7. 

【答案】C 

【解析】 

【详解】依据材料“关中为沃野”“秦以富强”，结合所学可知，郑国渠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

在战国末年由秦国修筑，公元前 246年（秦王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因此该水利工程是郑国渠，③处

于关中地区，故 C 正确；①位于京津地区，②位于江苏地区，不符合“关中”，故排除 AB；④是都江堰，在四川

成都地区，不符合“关中”，故排除 D。 

【点睛】解答本题的关键信息是“关中为沃野”，紧扣关键信息“关中”并联系所学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分析解

答。 

8.  

【答案】B 

【解析】 

【详解】由材料“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复勿（免除）徭成。以十月赐酒肉”，可见重视“三老”实际是

重视道德教化，故选 B；西汉汉武帝起，儒学成为主流思想，排除 A；材料中养老具有特定的限制，排除 C；汉高

祖刘邦是信奉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排除 D。 

9.  

【答案】C 

【解析】 

【详解】从材料“中国古代有立法保护耕牛的传统”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耕牛是中国农业生产中使用最早、最

普遍的耕畜，因此宰杀耕牛为各朝统治者所严禁，这表明中国古代政府比较重视农业，故 C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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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耕牛的保护，没有涉及到血缘关系，故 A项排除；材料没有体现出对生态的保护，故 B项排除；材料没有涉及到

法律体系，故 D项排除。 

【点睛】“中国古代有立法保护耕牛的传统”是关键信息。 

10.  

【答案】C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熹平石经”为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

本，故体现朝廷注重儒家经典的标准化和规范化，C 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儒家经典在焚书坑儒后大多遗失损毁，

而是强调朝廷注重儒家经典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排除 A。“熹平石经”是刻于石碑上的官定儒家经本，而不是书画

艺术，排除 B。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儒学成为官方推崇的正统思想，排除 D。 

11.  

【答案】D 

【解析】 

从材料“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中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中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措施，才

导致出现材料中现象，故 D 项正确；A 项是均田制，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B 项是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排除；C

项是俸禄制度，排除。 

点睛：关键信息“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是解题的关键信息；从中分析出材料反映的是

礼仪风俗的变化等。 

12.  

【答案】A 

【解析】 

【详解】由题干中的“《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朕……宪章（效法）旧典，始班俸禄”可以

得出，北魏实施俸禄制是借鉴了汉族所采用的制度，故选 A；题干没有提到旧势力与改革的关系，故排除 B；题干

中的“朕……宪章（效法）旧典，始班俸禄”是说效法的是旧的典章制度，故 C的说法不符合题意，故排除；实行

俸禄制之前，北魏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而实行这一制度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而题干中也没有提到相关的

结果，故排除 D。 

13.  

【答案】B 

【解析】 

【详解】从材料中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可以看出，

这一制度是以“门第”为选官标准的九品中正制，该制度实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故答案为 B 项。汉朝实行察举

制，唐宋时期实行科举制，排除 A、C、D项。 

14.  

【答案】A 

【解析】 

【详解】贾思勰是北朝时期的北魏人，著有《齐民要术》一书。故答案为 A项。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是在东汉

末年，火药开始运用于军事是在唐朝末年，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是在北宋时期，排除 B、C、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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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答案】B 

【解析】 

【分析】 

本题考查古代绘画成就。 

【详解】《送子天王图》是唐吴道子的作品，符合题意，选 B。《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创作的，故排除 A。《山径

春行图》是宋代画家马远的作品，故排除 C。《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故排除 D。 

16.  

【答案】B 

【解析】 

根据材料“设有‘平准署’”体现政府管理商业发展，政府“买贱卖贵”体现“平准署”具有平抑物价和与民争

利双重影响，B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官府放宽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限，而是体现对“平准署”的评价，排除 A。古

代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农业，排除 C。材料没有涉及官营手工业的信息，而是体现对“平准署”的评价，排

除 D。 

17.  

【答案】C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舍弃道教和佛教礼仪，实行儒家的礼仪，体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根深蒂固，C 项正确。材料强调

《大唐开元礼》舍弃道教和佛教礼仪，实行儒家的礼仪，与“三教合一”无关，排除 A。理学产生于宋朝，与时间

“732年”（即唐朝）不符，排除 B。D项因果倒置，且与“732年”（即唐朝）的史实不符，当时应为开元盛世时

期，排除。 

18.  

【答案】C 

【解析】 

【详解】从材料“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非（非法）兴造及杂（额外）徭役”中可以分析出，唐太宗注意

保证农时，减轻负担，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故 C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唐太宗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故 A项排除；材

料没有涉及到均田制，故 B项排除；材料没有体现出休养生息政策，故 D项排除。 

19.  

【答案】B 

【解析】 

【详解】从材料“虽幸者京师岁稔，夏麦又登……然赋取所资，军国大计，仰于江淮”中可以分析出，当时江南

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上升，故 B项正确；材料没有反映出安史之乱对经济的破坏，故 A项排除；材料反映的是江南

地区的经济地位，故 C项排除；材料强调的是南方地区的经济地位，没有涉及到关中地区，故 D项排除。 

【点睛】“虽幸者京师岁稔，夏麦又登……然赋取所资，军国大计，仰于江淮”是关键信息。 

20.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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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从材料“扬州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出产的瓷器”“西亚椰枣纹装饰风格”中可以分析出，该文物是长沙

生产的，从扬州出口西亚地区的手工业产品，这件物品可以用来研究当时中国交通线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故 A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到城市的发展状况，故 B项排除；从材料“张氏家族作坊”中可以看出，材料反映的是私营

手工业的发展状，故 C 项排除；材料反映的是瓷器工业的进步，没有体现出书法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故 D 项排

除。 

21.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各地出现了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生的菜园户、花户、药户、漆户、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

者。”可见作物种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些专业户部分或主要从事商品生产，更大程度上面向市场”，可见

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得到提高。故选 C。广泛种植高产作物玉米和烟草和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基本完成这两项材料中

没有体现，故排除了 A、B、D三项。 

22.  

【答案】A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军队数量多，军费支出庞大，这样现象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造成积贫局面，A 项正确。宋朝没有

扭转在边境的军事弱势，排除 B。宋朝没有出现武将拥兵割据的问题，排除 C。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与材料

的宋仁宗不符，排除 D。 

点睛：抓住题眼在解题中的关键作用，所谓“题眼”，就是一道题中最核心的部分，比如说一个词语或者一个

字，一句话等。本题的题眼是“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供养军队），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根

据对题眼的了解，逐一分析材料和选项即可知道答案。 

23.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程颐的回答应该是“只是致知”，即需有致知的工夫，志才不空，义才有落，自然志

业精进，D 项正确。材料强调“只是致知”，与“求之性情”、 “内积忠信”不符，排除 AC。“发明本心”是陆

九渊的主张，排除 B。 

24.  

【答案】C 

【解析】 

【详解】题干提到北宋的司马光、蔡京和近代的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不一致，这是由于三个人处在不同

的时代，尽管司马光和蔡京都是北宋人，其实二人的生卒年代也不一致，而不同时代的背景不同，所以评价会有

不同，故选 C；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应该放在北宋的时代去评价，是有准确评价的，而不是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所

以 A的说法是错误的，故排除；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应该将之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评价，而不能用后人的眼光

去评价，故 B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所以排除；题干仅仅是说到了对变法的评价问题，不能据此得出 D的结论，故排

除 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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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南宋的临安是南宋都城，也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故①排除；城市布局与皇权强弱无

关，故②错误；从图中“运河”等信息可以分析出，南宋时期水运是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故③正确；从图中

“菜市”“鱼市”“米市”等信息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周边城郊地区商业活动繁荣，故④正确；所以答案选 D。 

26.  

【答案】D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约定到秋收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

属于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内容，故 D项正确；市易法是指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

出，与材料不符合，故排除 A；均输法是政府采购时，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与材料不符合，故排除 B；免役法又

叫募役法，指百姓可以出钱代役，与材料不符合，故排除 C。 

【点睛】“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约定到秋收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是关键

信息。 

27. 

【答案】C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A 项说明的是宋朝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排除；B 项是唐朝的状况，排除；C 项说明宋朝夜市的

发展状况，符合题意；D项反映的是宋朝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排除。 

点睛：关键限制词“宋朝”“城市商品经济”；根据限制词分析四个选项，得出答案。 

28.  

【答案】D 

【解析】 

青苗法指州县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借钱或粮食给农户，体现政府用金融借贷的方式为农业生产提供条件，与

材料“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相符；保甲法指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编为保甲，农闲时保丁按时集合，练习技

艺，维持治安，具有安保职能，与材料“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相符。青苗法和保甲法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内

容，故 A项正确。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庆历新政中不涉及材料中所述措施，排除 ABC。 

29.  

【答案】D 

【解析】 

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促使儒学焕发生机，说明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的特点，故 D 正确；A 和 B 属于道家思

想特点；C中理性科学不符合材料主旨。 

30.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水排是东汉杜诗发明，与设问要求不符，排除 A。曲辕犁、筒车是唐朝时发明，与设问

要求不符，排除 BC。木棉纺车是元代黄道婆发明的，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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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答案】C 

【解析】 

汉承秦制，设立三公九卿制，丞相是百官之首，①表述正确。汉武帝时期设立中外朝制度，分割了丞相的权力，

②表述错误。唐朝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掌管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相权分散，③表述正确。从汉代到秦代，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④表述正确。故本题选 C。 

32.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分宰相军权”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宋代设立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故 C 项正确；A 项属于

分割宰相行政权，排除；B项属于地方制度，排除；元朝中书省设立加强了丞相的权力，故 D项排除。 

【点睛】关键信息是“分宰相军权”。 

33.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元代《富春山居图》”可知，《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的书画；根据所学知识可知，顾恺之的

《洛神赋图》是东晋时期的作品，故 A 项不符合题意；吴道子《送子天王图》是唐代绘画作品，故 B 项不符合题

意；王祯《农书》是元代总结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一部农学著作，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

的巨著，故 C项符合题意；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的，故 D项排除。 

【点睛】“元代《富春山居图》”是关键信息。 

34.  

【答案】D 

【解析】 

选项 ABD 都与材料所述不符，用排除法可选 D。（评：此题学生很容易选成 B 啊，真的有点混的意思，人家是要对

比得出结论的） 

35.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从材料“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可以分析得出此时门第高低把持了政治仕途，有才华的人士因为

出身低微，不能受到重用。这种制度是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AB项是在汉朝实行的选官制度，D项是在隋唐

时期通过考试选官的制度。 

考点：古代选官制度 

点评：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举制最为重要，需要掌握。除此之外，九

品中正制、察举制等也需要了解。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中央行政体制、保证官僚机构廉洁高效的监察谏议制度

等也需要掌握。 

36.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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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审题“元”“佛教”，元宣政院管辖西藏和全国的佛教。 

37.  

【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新中国冶铁业的理解。从材料的信息来看，这是东汉杜诗的水力鼓风冶铁。所以选 D。 

38.  

【答案】A 

【解析】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支柱，建立文庙是在强化这一思想支柱，以此

加强对人民的统治，选 A是符合题意的，正确；宋代才是官方儒学教育的兴起阶段，选项 B不符合题意，排除；程

朱理学的产生导致文庙的兴修，选项 C不符合题意，排除；文庙的修建是加强统治的需要，选项 D不符合题意，排

除；故本题选 A。 

【名师点睛】本题解题的关键点在于要明白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支柱。 

39.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以分析出，古代君主害怕丞相权力过大危及自己的统治,常常采取消弱或者分散相权来加强皇

权；根据所学知识可知，A 项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排除；北魏的三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故 B 项排除；宋代设

立三司使来分割丞相的财权，故 C 项符合题意；元朝设中书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相权，故 D项错误。 

40.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A 项与材料不符，表格中得到选拔的不仅有士族子弟，还是有寒族；B 项说法错误，九品中正制是以门

第做官，而科举制依据成绩；C 项说法错误，不是缩小了范围，是扩大了范围。因此 ABC 三项均不正确。从材料可

知科举制选拔的范围还主要是在士族阶层，还不完善，故选 D 

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科举制 

【名师点睛】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中实行时间最长，最为完善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起源于隋

代，此后科举不断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发展进步以致臻于完善，但物极必反，明清时期科举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

来，1905年秦代最终废除了存续千年的科举制。高考中对科举制的考查角度多样，题型众多，是高频考点和难

点，需要在平时学习中强化基础训练。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60分） 

41.  

【答案】（1）形成：秦灭六国；击匈奴，收复河套；征服百越地区。 

管辖维系：通过郡县制维系管理大一统的帝国。 

意义：奠定了历代王朝疆域的基本格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2）唐朝中央设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分别负责决策、封驳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通过决策程序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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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互制约。宋朝的宰相掌行政权、枢密使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权。通过分管不同事务以体现相互制约。 

【解析】 

【详解】（1）第一小问形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据材料“秦朝已经拥有

北起河套”可得出收复河套；据材料“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可得出征服百越地区。第二小问维系，据

材料“秦朝在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可得出通过郡县制维系管理大一统的帝国。第三小问意义，据材料“秦朝开

拓的疆域构成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和中华民族发展史可得出奠定了历代

王朝疆域的基本格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奠定基础。 

（2）从材料“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朝

中央设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分别负责决策、封驳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通过决策程序以体现相互制

约。从材料“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在事权上不相上下、互相

钳制”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得出，宋朝的宰相掌行政权、枢密使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权。通过分管不同事务以体

现相互制约。 

42.  

【答案】（1）经营方式包括：官营丝织业发达；工商业者经营的丝织业获利丰厚；地主经营的丝织业产品用于自

己消费，也作为商品出售。 

消费情况：丝织品品种多，社会消费的丝织品增加，丝织品消费打破等级界限。 

（2）特点：唐朝城市内部呈封闭式结构，宋朝城市内部结构为开放式。 

原因：宋朝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兴起，工商业政策的变化，手工业行会组织的影响。  

（3）原因：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江浙地区（经济重心南移完成）；造船业发达；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海路运费较

低；政府鼓励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  

影响：促进港口城市繁荣；促进广东、福建地区的经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路线进一步延伸；增加了政府的财政

收入。 

【解析】 

【详解】（1）第一小问经营方式，根据材料“官营丝织业规模宏大，每年经费高达千万钱”“大工商者经营的丝

织业兴盛发达”“官僚地主也自营纺织”等信息可从官营、大工商者经营、官僚地主自营等方面概括作答。第二

小问消费状况，根据材料“织品明显增加”“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等信息可从

丝织品种多、数量增加、社会消费丝织品增加等方面概括归纳即可。 

（2）第一小问特点，据材料“唐以前和唐朝的都城为了确保安全，加强防卫警戒，采用封闭式结构”可得出唐朝

城市内部呈封闭式结构；据材料“北宋东京出现沿街的各种商店酒楼；有不少商业繁荣的街道分布在交通要道”

可得出宋朝城市内部结构为开放式。第二小问原因，根据材料“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活跃有关

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和行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关系”可得出宋朝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

层开始兴起，工商业政策的变化，手工业行会组织的影响等。 

（3）第一小问原因，据材料“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可概括原因为经济重心逐

渐移到江浙地区；根据材料“宋代造船业发达，指南针已用于航海，而且海运比陆运省钱”可概括为造船业发

达、指南针应用；根据材料“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征收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可概括为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第二

小问影响，根据材料“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

生产。直航路线也越采越远，从南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等信息可从港口城市繁荣、广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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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区贸易发展、丝绸之路延伸等方面作答。 

43.  

【答案】（1）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历书很受欢迎，是主要印刷品。唐朝印刷品出现了市场化和商业化，

甚至有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 

印刷业成为一个手工业门类，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指导作用（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促进文化传

播。 

（2）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统治者通过“格物致知”和“意诚心正”来治理

天下。 

品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刚正不阿的气节。 

（3）分析角度：考察《行记》本身所记载的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通过史籍进行考证；通过《行记》不同版本的

文本特色进行分析；都从中西交流的视角认同《行记》的客观影响 

说明示例：争论 1：《行记》没有记载中国代表性社会风貌，所以马可波罗可能没到过中国；《行记》中描写的宫廷

和都市生活详细生动，无其他史料可及，所以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争论 2：个人经历没有被记录在中国史书中；作为一个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是普通老百姓，不会被记入中国史

书。不能因史书没有记录就断定他没有到过中国。 

争论 3：《行记》中所描述的史实与中国史料不符；所记录的中国当时的经济生活准确详尽，无其他外文文献可

及，无书可抄。 

争论 4：没有采用中国文字写作。《行记》记录的内容可能是从其他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史摘抄而来，所以，马可

波罗可能没到过中国；流传下来的《行记》并非原稿，版本众多。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写出这样的行记，所以，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解析】 

【详解】（1）第一小问状况，从材料“翻刻印刷”“历书（日历）占很大比例”“为了争夺市场，书坊往往在朝

廷历书未颁之前争相编印，导致日期有误差，甚至发生争执而对簿公堂”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从印刷技术、印刷

品、市场竞争等方面来分析出答案。第二小问影响，材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需要掌握农时和节令的变化”“很

受农民和市井工商业者的欢迎”并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分析出答案。 

（2）第一小问，由材料“扩充了天理，克服了人欲”，可见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提出“存天理，灭人

欲”；由材料“ ‘先格物致知’‘自然意诚心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务”，可见要求统治者通过

“格物致知”和“意诚心正”来治理天下。第二小问，由材料“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

乎？”可见朱熹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3）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仔细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不难发现本题又是一个

开放的命题，回答的角度也就非常多了，按照表格可以从四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分析两派学者的争论。例

如，从争论一的角度主要突出由于没有记载中国代表性的事物，所以说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由于记载

了当时宫廷的奢华、南方城市的繁荣、市场的活跃又可以证明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需要注意的是此类问题

找到相关信息进行分别论证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