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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人大附中高二（上）期末 

历    史 

制卷人:高庆云       审卷人:李晓凤  刘炜        成绩:

说明:本试卷共 35题，共 8页。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请将试题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48分) 

本部分共 3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一项考古统计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稻谷遗存 120 余处，其中长江流域 90 余处，黄河流域 12 处，另有闽、浙、

台数处。炭化粟粒、粟壳遗存 40余处，分布于山东、河北、浙江，新疆等省区。据此可以推断 

①我国已由采集进入种植时代 ②我国的原始农业南北各具特色

③南北之间粮食品种已有交流 ④我国北方的粮食种植早于南方

A.①②③      B.①③      C.①②④    D.②④ 

2.夏朝没有留下直接的文献史料，有关记载多为转手材料，有些具有传说性质，所以许多学者怀疑夏朝的存在。

与传说中的夏朝时间和空间相吻合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发现后怀疑的看法有所减少。这是因为 

A.夏朝的存在有了古代文献的证明         B.夏朝传说部分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证 

C.夏朝历史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信史         D.二里头文化是文字记载历史的开端 

3.西周宗法制度的精神，可以用王国维的“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来说明，此处他所谓的

“天”是指 

A.表现自然主义的天道    B.确定继统人选的天子 

C.辨别是非善恶的天理    D.决定嫡长身份的天命 

4.《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则提出“天命靡(无)常，惟德是辅”，周公曾说: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 这说明西周统治者的政治观念不同于商朝之处在于 

A.重视民心向背                         B.宣扬君权神授 

C.实行等级制度                         D.依赖家族关系 

5. 有学者评述某项制度: 由姬姜二姓的亲戚各自率领武力长驻于若干要地；以这些“点”拉成几条“线”，控制

广袤的“面”，从而建立起“一个网络结构的模式”。 

该结构模式 

A.形成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制度       B.造成了众星捧月般的政治结构 

C.解决了贵族权力继承上的矛盾       D.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 

6.《礼记·乐记》中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

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材料意在说明礼乐制度 

A.起到以藩屏周的作用                  B.以礼乐来区分尊卑，亲疏，贵贱 

C.强化等级观念、和谐等级关系          D.使封建等级观念趋向弱化 

7. 鲁僖公九年， 管仲在齐国葵丘召集了诸侯盟国开会， 订立了《葵丘之约》，以周天子的名义宣布了如下五个

条款: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该条款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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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诸侯拥戴周天子                      B.诸侯仍尊重宗法原则 

C.诸侯反对分封制                      D.诸侯间彼此和平共处 

8.楚武王灭权(国)后，派人担任权县县尹，县尹向楚王直接负责，不世袭。至于郡和县之间的关系，当时有“千

里百县，县有四郡”之说。据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 

A. 官僚制度普遍建立                   B.周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强化 

C.郡下设县已成定制                    D.分封制下的统治秩序遭破坏 

9. 战国时期的改革或变法的影响之一是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符合此说法的选项是 

A.“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B. “尽地力之教” 

C.“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D.“相地而衰征” 

10. 秦王赢政为实现全国统 一做出的贡献包括 

①重用商鞅，实行变法                  ②开凿灌渠，增强实力 

③使统一成为人心所向                  ④延揽人才，广招贤士 

A.①②③④  B.①③  C.②④  D.①④ 

11. 公元前 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读右图 1判断，  

六国中，秦最先和最后灭掉的分别是 

A.②和③             B.②和⑤ 

C.①和④             D.④和⑤ 

12.春秋战国时我国的商业繁荣的条件有 

①农业生产的进步 

②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③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④度量衡制度的统一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3.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出现了牛耕，对他最有利的证据是 

A.商代遗址中出土了牛骨 

B.《诗经》里有农耕生活的描写 

C.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名字中有耕、牛二字 

D.古文字学家发现甲骨文中有字呈牛牵引犁头启土状 

14. 下表为《战国时期生产工出土地情况表》，从表中你能获得的相关信息有 

出土地点 各种材质生产工具的数量（件） 其中铁农具的数量（件） 

辽宁抚顺 77 68 

山西长治 31 21 

湖南衡阳 21 17 

①青铜工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②生产力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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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铁制工具的类型多种多样         ④铁器使用的区域广阔 

A.①②        B.②③④        C.②④         D.①②④ 

15. 《管子·治国》 中写道:“夫富国多粟生于农， 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未作文巧禁

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后面的文句应是 

A.“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 

B.“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C.“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 

D.“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16.春秋中期以后，出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和范蠡弃官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等现象。这说明当时 

A.官营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B.私营工商业迅速兴起和发展 

C.私营工商业超过官营工商业              D.官营和私营工商业平分秋色 

17.《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 : 一个农夫耕种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人，耕种一般

的土地也能养活五口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收益的增加 

A.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B.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D.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18.铁器牛耕的使用与推广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包括 

①农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              ②促进了土地私有化进程 

③加速了旧贵族的分化没落              ④推动了农业生产商品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 ①③④          D.①②④ 

19.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意为:  周朝的礼仪制度依据夏商两代，本富多彩，我主张

周的礼制)  以下对于孔子这句话的意思理解正确的是 

A.反映了孔子不安天命，积极向上的心态 

B.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相对保守的历史观 

C.表明孔子真正想恢复的是夏商的制度 

D.周朝的礼仪制度在春秋战国已破坏殆尽 

20“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21.先秦时期是我国青铜文明发展兴盛的时代。青铜器的纹饰传递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对比下图 2中两幅青铜器的

纹饰，其变化反映了 

A.社会生活的丰富和艺术的发展           

B.青铜器逐渐进入百姓日常生活 

C.神秘威严的专制王权渐趋衰落           

D.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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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读右图 3，根据所学判断，下列描述与④地区相关的是 

①尽地力之教 

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③我无欲，而民自朴 

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A. ①②③       B.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 

 

23.清代考据学家章学诚《校雠通义》(雠，校对)中说:“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

之旧典也。《易》 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

史。”这段文字揭示的社会文化状况是 

  A.有教无类      B.学在官府      C.私学兴起     D.百家争鸣 

24.《韩非子·有度》载:“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朝夕，东西方向)。” 据此可以推论，司南的发明不晚于 

 A.春秋前期       B.春秋后期      C.战国前期     D.战国后期 

25. 以下选项，材料结论对应关系正确的是 

 材料 结论 

A 据今约 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了陶 

纺轮 

当时我国已有纺织手工业 

 

B 北京平谷商代遗址出土了铁刃铜钺 我国从商代开始掌握冶铁技术 

C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了一座有春秋

时期的诸侯墓，出土了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九

鼎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瓦解 

 

D 战国时期，晋国用铁来铸刑鼎，刻录刑法 鼎在战国时期开始成为礼器 

26.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其中的“人”是指 

A.雅典人       B.雅典公民        C.个人         D.人类 

27.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列对他

们的共同点说法正确的是 

A.从自然现象探寻世界本原   

B.力图理性地认识人和世界 

C.理念世界才是真实永恒的  

D.重视人的作用而忽视道德 

28.有学者指出，当新的财产形式、新的阶级，以及新的社会关系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时候，一场反叛中世纪精神权

威和旧价值观念， 开创新时代思想文化传统的运动发生了。反叛在开始时需要有新权威的支持，而创造也须有一

个起步之点。这里所说的“起步之点”是指 

A.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            B.民族国家中央王权确立 

C.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            D.提出宗教“异端”主张 

29.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是 

A.开始以人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      B.反对宗教神权对人性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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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张以世俗政权取代神权统治      D.以理性否定一切外在的权威 

30.宗教改革使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 主要是因为宗教改革主张 

A.因信仰而称义                    B.简化宗教仪式 

C.实行教随国定                    D.没收教会财产 

31“我们不把任何未经验证的意见接受作为真理，而是遵照必要的次序，从一步推演到下一步……，不论多么深

奥，最终都能发现”与这句话的理念一致的说法是 

A.“信仰即可得救” 

B.“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C.“人是万物的尺度” 

D.“我们茫然于新事物，并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32. 卢梭说:“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人民能如心所愿的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

拉下台。”卢梭所表达的意思是   

A.天赋人权思想                      B.人民主权思想  

C.自由平等思想                      D.人非工具思想 

第 II卷(非选择题，共 52分) 

 

33. (24分)阅读材料，回答先秦政治相关问题 

材料一  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青铜器克罍[léi]，

其内壁铸有铭文，如右图。铭文大意为: 

    周王对太保(周王室官职名，这里指任此职的召公奭[shì])说，你用

(宣誓效忠的)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你

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候，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等六族。克到达

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件宝贵的器物。 

(1) 阅读材料一，从中可以看出西周分封制的哪些信息? (6 分) 

 

 

    材料二   种种观念， 诸如贵族有超凡的天赋，国家就是一个家族，以及厚古薄今等，在春秋晚期及战国时

代受到了根本上的修正。君主及统治集团此时虽然仍然被认为有着神性祖先，但少数胆大之士敢于质询:  作为大

臣或君主什么才更重要，究竟是祖先呢，还是个人能力。换句话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此前为封闭集团

专用的地位开放为大家竞争。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及其对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8分) 

 

材料三  春秋时期，以互霸为首的“尊王攘夷”不断促成周边蛮夷戎狄的同化，西周时期楚国自称蛮夷，至

战国末年诸雄已经将领土东北扩展至朝鲜半鸟北部，北面抵达阴山一带，西面至甘肃境内，南至四川、广西、广

东等地。目睹了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逐步丧失的诸侯国君，深切地意识到战争中新增长的土地继续授予卿大夫的

后果，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此时逐渐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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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韩茂莉著《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

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走向统一的条件。(10 分) 

 

 

34. (20 分)回答有关先奏经济的问题 

材料一   在我国封建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

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据《春秋左传》所载，春秋时筑城的原因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大小

诸候的国都是政治中心，都需筑城......。第二，各国纷争中须要在战略要地筑城......第三，统治者为达到某

种政治目的而在一地方筑城......。封建社会的城市商业毕竟是在这些旧城的基础上发展繁荣起来的......。 

——摘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城市成因，分析城市与商业活动关系(6 分) 

 

 

 

材料二   夫商群萃而州处，......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

以周(周游)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旌旗)不求而至，竹萧有余于国，

奇怪(罕见的物品)时来，珍异物聚。 

——摘自《管子·小匡》 

(2)依据材料二评述先秦时期商业活动。(6分) 

 

 

材料三   自耕农是封建国家直接剥削的对象，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供求，封建国家历来关注这一阶层的存

在，稳定小农是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良策，每一个新王朝建立时对此尤为关注。他们总是采取鼓励垦荒等政策，

积极培植自耕农。诚然，自耕农这一阶层是很不稳定的，经常分化。 

——叶显恩《明清黴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3) 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统治者实行扶植小农经济政策的原因。列举商鞅变法中有利于小农

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8分) 

 

 3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8分) 

材料一   启蒙运动时期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 人们热切地从各个层面来审视宗教信仰，虽然基督教在很多

方面受到抨击，抨击者本身却潜心研究宗教信仰和神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人们考察宗教信仰的基础，运用

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和观念来求得答案，宗教批判者和宗教学者充分运用理性、比较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

确实，18 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使法国社会世俗化和非基督教化的运动，但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只是

启蒙人士所持的多种宗教观中的一种，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强烈地要求实行宗教宽容。 

   ——摘编自彼得·赖尔等编《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1)依据材料一，概括 18世纪启蒙运动学者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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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写道:“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大思想家和哲学家，

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同欧洲中世纪神学作斗争的思想式器，同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讲究世俗理性的精神。来对

抗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等方面，这对欧洲人最后走出中世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伏尔泰还用中国的年代学、

历史纪年，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按《圣经》记载，上帝创世纪年代为公元前 3761 年，而伏尔泰认为

中国历史的可靠记录就已有 5000多年了。 

 (2)依据材料二，分析中国儒家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影响。(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