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宁三中 2022~2023学年度下学期⾼⼆期末考试

历史试题

（考试时间：75分钟 满分：100分）

命题⼈：⻘⼭校区⾼⼆历史备课组 审题⼈：五象校区⾼⼆历史备课组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务必将⾃⼰的姓名、学校、班级和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题答案后，⽤ 2B铅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
如需改动，⽤橡⽪擦⼲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考⽣必须保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并交回。

⼀、选择题：本题共 15⼩题，每⼩题 3分，共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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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经考古研究，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 5100年到 4300年，良
渚⽂明是中华 5000多年⽂明的考古实证。下图是良渚出⼟⽂物上刻画符号与甲⻣⽂数字的⽐
较。据图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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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旧⽯器时代中华⼤地已出现了早期⽂字
B．良渚刻符继承了甲⻣⽂成熟的造字模式
C．印证了中华⽂明起源的多元性与⼀体性
D．良渚⽂明是⺟系⽒族社会的最典型⽂明

2．商周时期“ 族众” 是集体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国家财政的维持和⺠⼒的征发都严格依据以⾎缘
为纽带的“ 族” 为单位来实现，国家“ 不料⺠⽽知其多少”。春秋战国时期的赋税征发单位向以

户为单位的编户⻬⺠转变。这说明了（ ）

A．春秋战国政府⼈⼝管理难度加⼤ B．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关爱百姓
C．分封宗法制的瓦解影响政府税收 D．国家强化基层⼈⼝和经济的控制

3．春秋战国时期，以陶朱公范蠢、儒商⿐祖⼦贡、慧眼识⼈的吕不⻙等为代表的富商巨贾⾛到历
史前台，带动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次⻜跃。据此可推知，当时中国（ ）

A．商⼈成⻓为独⽴的社会阶层 B．商业经营⽅式发⽣重⼤变化
C．地域性的商⼈群体商帮形成 D．儒学兴起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4．“ 苍梧” 原为战国楚地，⼤致在今湘江上游⼀带。秦朝设苍梧郡，其⽅位在今湖南东部的湘、资
⼆⽔流域，南以五岭为限。汉武帝时重置苍梧郡，郡治⼴信（今⼴⻄梧州），辖境则基本移⾄岭

南地区。材料中“ 异地同名” 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

A．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 B．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C．封建经济的渐趋恢复 D．统⼀王朝疆域的北扩

5．贾谊《论积贮书》指出：“ 即不幸有⽅⼆三千⾥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



众，国胡以馈之？……政治未毕通也，远⽅之能疑者，并举⽽争起矣。乃骇⽽图之，岂将有及

乎？” 贾谊的观点旨在强调（ ）

A．粮⻝安全于国之重要 B．汉初国⼒衰微的事实

C．实⾏农商皆本的急迫 D．国家四⽅皆敌之困境

6．东汉和帝时废除察举制的旧规——州郡举荐⼀律为两⼈，改为“ 不满⼆⼗万⼝⼆岁举孝廉⼀⼈，

⼆⼗万⼝岁举孝廉⼀⼈，四⼗万⼆⼈” 等；顺帝时由三公府对郡国孝廉者进⾏分科考试。据此

可知，东汉时期（ ）

A．选官⽅式相对客观 B．阶层流动相对活跃

C．察举不实现象突出 D．意图维护制度公平

7．图 1为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画像砖上的⼈物⽤⼀个叉状的⼯具穿⾁并进⾏炙烤。据记载，“ 炙”

本是游牧⺠族烹饪⾁类的⽅法，魏晋时期，“ 中国尚之，贵⼈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

为先”。这说明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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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华夏认同观念加强 B．游牧⺠族借鉴中原习俗

C．⺠族交融不断发展 D．⺠众饮⻝结构发⽣改变

8．据《魏书》记载，496年，孝⽂帝曾责备留京官员：“ 昨望⻅妇⼥之服，仍为夹领⼩袖（鲜卑装

特点）……卿等何为⽽违前诏？” 据此可知，当时（ ）

A．传统习俗影响改⾰效果 B．汉化改制成果有限

C．官僚集团阻碍改⾰进程 D．改⾰缺乏社会基础

9．下表是冼夫⼈的⼈物介绍，在“（⼆）” 处可以填⼊（ ）

⼀、⽣平简介

⼆、实⾏开明的⺠族团结政策

三、反对分裂，拥护统⼀

（⼀）⽀持陈朝削弱豪强割据

（⼆）……

四、余论

A．与匈奴进⾏和亲 B．推⾏屯戍政策开发边疆

C．助隋朝统⼀岭南 D．多次派遣⼦弟⼊唐学习

10．表 1为唐代关于科举进⼠科的部分⾔论。这些⾔论反映出（ ）



表 1

⾔论 出处

（692年谏官薛谦光疏称）炀帝⼜变前法，置进⼠等科，故后

⽣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通典》卷 17

（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奏称）⾄⾼宗朝……进⼠加杂⽂，明经

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
《旧唐书》卷 119

（洋州刺史赵匡著论称）进⼠者……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

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益⽆⽤，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

其淳和，实⼜⻓其佻思。

《通典》卷 17

A．进⼠科影响⼈才选拔的质量 B．科举制度的改⾰势在必⾏
C．⼠族阶层反对选官制度变⾰ D．制度变⾰与⾮议相伴⽽⾏

11．唐初继续实⾏⼠兵⾃备粮饷武器的府兵制。722年，张说建议裁军归农，并主张“ 召募壮⼠充
宿卫”。750年左右，府兵制退出历史舞台。唐代兵制的演变（ ）

A．受到了税制改⾰的影响 B．体现了⼟地制度的变化
C．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加强 D．导致了外重内轻的局⾯

12．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时即下令“ 敢有盗铸者身死，家⼝配没”。《唐律疏议》亦明⽂规
定：“ 诸私铸钱者，流三千⾥；作具⼰备，未铸者，徒⼆年；作具未备者，杖⼀百。若磨错成

钱，令薄⼩，取铜以求利者，徒⼀年。” 上述规定，旨在（ ）

A．弥补中央财政的⼊不敷出 B．彰显国家律令的⾄⾼权威
C 保障通宝制钱的法币地位 D 增加财政收⼊以应对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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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保障通宝制钱的法币地位 D．增加财政收⼊以应对钱荒
13．唐德宗为培养近⾂，于贞元⼆年正⽉特发诏书，以罹灾京畿诸县的名义，亲⾃从尚书省郎官、
御史中拣择 10员，外放为京畿诸县县令进⾏历练。其所亲选的外放地⽅官员均为⼠族出身。
这反映了该时期（ ）

A．⼠族阶层垄断科举选官 B．君主亲掌地⽅官员选拔
C．⼠族有较⼤政治影响⼒ D．以家世⻔第为标准选官

14．公元 204年曹操下租调令：⽥租亩四升，户出绢⼆匹、绵⼆⽄⽽已，地⽅官不得擅兴发。《资
治通鉴》称：“ 唐初赋敛之法⽈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两税法改为

“ 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通过评定户等实现的按资征税。赋税制度的变化说明

（ ）

A．减轻了政府对农⺠的控制 B．封建社会阶级⽭盾被消除
C．唐宋间贫富差距⼤⼤缩⼩ D．⼟地兼并得到有效的抑制

15．如果说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之间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那么到了隋唐这⼀愿望已经在很⼤
程度上实现了……从商贸活动到⽂化交流，是⼀个⻜跃性的发展，带来了⽂化融合的多元格局，

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最终形成了以隋唐为核⼼向四周辐射的⽂化圈。中外⽂化交流的

深度和⼴度远远超过汉代。这说明（ ）

A．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开始于汉朝 B．接触交往是各族⼈⺠的共同愿望
C．隋唐时期中外交往交流达到顶峰 D．⽂化交流融合推动社会创新发展

⼆、⾮选择题：本题共 4⼩题，共 55分。



1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0分）
材料⼀ 古本《⽵书纪年》于⻄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中发现出⼟，记录了从夏代

⾄魏襄王⼆⼗年的历史。该书记述“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

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相⻅也。后稷放帝朱于丹⽔。后稷放伴⼦丹朱” 。

——摘编⾃吴璐瑶《试论《唐虞之道》与古本《⽵书纪年》对于古史禅让记述完全相悖的原因》

材料⼆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献，将神让制推

崇极⾄，认为只有禅让制才能化⺠成俗，禅让的典范就是尧舜之⾏：“ 尧舜之⾏，爱亲尊贤。爱亲

故孝，尊贤故禅。孝之⽅，爱天下之⺠。禅之传，世亡隐德。” 此后，禅让思想成为了传世千年的

主流思想。

——摘编⾃叶达《<唐虞之道>禅让问题再思考》

根据材料⼀、⼆，概括《⽵书纪年》和《唐虞之道》有关禅让记述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

识，说明史料运⽤应遵循的原则。（10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分）
材料⼀ 鉴于战国时，“ 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 ，秦统⼀后的“ 移⻛易俗” 主要针

时的是东⽅六国。秦始皇企图⽤严厉的法令⼿段来匡饬异俗，实现⽂化上的⼤⼀统，形成了“ 以法

治俗” 的统治思想。由于秦“ 事皆决于法” “ 以法治俗” ⾛向了极端，⻛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

激起原东⽅各国的反抗，其中楚⼈表现得最激烈，⻬⼈、赵⼈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化的差异与

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牟发松《从“ 移⻛易俗” 看秦汉对地⽅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 在完成政治统⼀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部地区设郡县“ 奉汉法以治” ，在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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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在完成政治统 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部地区设郡县 奉汉法以治 ，在赵、

燕、⻬、楚等东部地区则⽴王国，允许诸侯王在⼀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

⼠⼈“ 从俗” ⽽治。在东⽅各地特别是楚、⻬、赵地的⽂化传统仍有很⼤势⼒的情况下，将承 秦

⽽来的汉朝法律强⾏向全国推⼴，仍有激起东⽅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必须“ 承秦” , 包括

承秦之制，另⼀⽅⾯⼜必须尊重东⽅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赵⼈之俗，这是汉初实⾏ 郡国

并⾏制的深层背景。⻄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关系。

——摘编⾃陈苏镇 《＜春秋＞与“ 汉道” ：两汉政治与政治⽂化研究》

材料三 为了实现⽂化的统⼀，汉朝儒⽣们提出“ 德教” 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 德

教” 进⾏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案。贾谊的⽅案可以称为“ 以礼为治” 。他建议汉朝仿

照⻄周，尽快“ 制礼作乐” ，⾃上⽽下地建⽴⼀套儒家制度，⽤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为，“ 使⺠

⽇迁善远罪” ，逐渐移⻛易俗，实现⽂化的统⼀。董仲舒则主张“ 教化” 必须由“ 圣⼈” 主持，圣

⼈奉天命来到⼈间作天⼦，这种圣⼈加天⼦的⻆⾊就是“ 王者” ；王者⾃上⽽下、由近及远地 推

⾏教化，逐渐移⻛易俗，实现⽂化的统⼀。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以社会⻛俗与国家统⼀的关系为视⻆，评析秦⾄⻄汉初期

的统治政策。（10分）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明⻄汉时期东⻄部⻛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6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分）



材料 古代的中华⽂明以农业为主，先⺠在发展农业⽣产的同时，⾮常重视⽔利的兴修，芍陂、

都江堰、郑国渠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为解决运输问题，先⺠借助⽔利发展交通，

⼤运河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利⼯程的概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兴建时期 概况

芍陂 春秋
迄今已有 2500多年，⼀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灌溉效益。2015年成

功⼊选世界灌溉⼯程遗产名单

都江堰 战国
是中国古代“ 以⽔治⽔” 最成功的范例，采⽤⽆坝饮⽔⽅式，实现

了排灌两便。两千多年，灌区⾯积有增⽆减

郑国渠 战国
⼲渠地势较⾼，使整个灌区在它的控制之下，保证了⽀渠的⾃然饮

⽔，还实现了与⼏条天然河流的“ ⽴交”

⼤运河 隋唐
⼤运河由隋炀帝开通，是隋唐及之后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动脉。2014

年被列⼊世界⽂化遗产

——摘编⾃朱学⻄《中国古代著名⽔利⼯程》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利⼯程的重要作⽤，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史学价值。（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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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条中国古代⽔利⼯程的重要作⽤，并举例说明。（5分）



19．阅读材料，回答下列要求。（14分）
材料 “ 古代中国陈列”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

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

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物为主要⻅证，较为全⾯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

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化、社会⽣活以及中外交流等⽅⾯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明绵

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共同缔造多⺠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和对⼈类⽂明所做出的伟⼤贡献。

——据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陈列” 展览介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从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陈列” 展览的⼋个部分中任选

2～3个部分，拟定⼀个主题，并予以阐述。（要求：主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达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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