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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铁人中学 2020-2021 学年高二学年下学期期末考试

历史试题

试题说明：1、本试题满分 100 分，答题时间 90 分钟。

2、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考试结束后只交答题卡。

第Ⅰ卷 选择题部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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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分封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逐级分封，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层层

拱卫，周王“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据此可知分封制

A．逐渐颠覆了夏商的政治制度 B．推动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

C．有利于巩固西周政权的统治 D．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

2．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然则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自周而

始。”周人确立“同姓不婚“原则的目的在于

A．强化礼乐制度 B．巩固宗法制度 C．控制地方诸侯 D．促进民族交流

3．春秋之前，诸侯国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存在大量的荒地，作为各诸侯国的缓冲区；春秋战国

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这一变化的原因有

A．分封制度的强化 B．井田制度的推广

C．生产技术的进步 D．土地兼并的加剧

4.《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墨者必须服从巨子(墨家领袖)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说明墨家思想

A.与法家思想本质相同 B.主张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C.力图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D.充满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

5．秦朝修筑的驰道、直道和五尺道等，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道路网。罗马帝国的道路把

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这些工程能够完成，主要是因为

A．交通运输网络的通畅 B．国家组织能力的强大

C．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 D．城市兴起发展的推动

6．有学者指出：“秦惠王在征服巴蜀之后设蜀郡并把大量秦国罪徒迁移到蜀郡。秦灭六国之后，

秦始皇把原来秦国的货币、度量衡等制度推广到全国，同时也把大量秦国罪徒迁移到边远地区。”

该学者意在说明秦始皇的移民措施

A．有利于各项统一政策的推行 B．有利于郡县制在地方的实施

C．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 D．有利于消弭区域间文化差异

7．下表是秦汉时期铸币情况表（部分），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发行时间 名称 重量 币面文字 是否垄断发行

自秦延续 秦半两 半两 半两 否

文帝五年（前 175 年） 四铢钱 四铢 半两 否

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 年） 三铢钱 三铢 三铢 不准私铸

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 年） 郡国五铢 五铢 五铢 由郡国垄断

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 赤侧五铢 五铢 五铢（带红色镶边） 由中央垄断

A．汉承秦制有所损益 B．王国问题渐趋严重

C．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D．铸币制度日臻完善

8．有学者认为：“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

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注……儒家的精神，孔子

的精神，透过后代注疏的凸凹镜后已是变歪了的。”该观点意在强调

A．儒学公信力遭到了普遍质疑 B．汉代儒学思想以帝王为本位

C．儒学日益僵化逐步走向衰落 D．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

9．西汉中期至西晋，中原王朝先后允许已归附的匈奴、鲜卑族内迁到陕北、晋北、幽州北等长城

一带，羌、氐族内迁到关中地区聚居。这

A．加快了中原王朝的衰落过程 B．使边患危机更加严重

C．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D．推动了北方民族交融

10．孝文帝时，有大臣依据五德相生之序，称北魏乃承继前秦火德而来，故属土德；多数大臣认为

应“以皇魏承晋为水德”，得到皇帝的认可。孝文帝此举意在

A．促进北方各民族交融 B．消除鲜卑贵族的改革阻力

C．推行中原的文化学说 D．树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

11．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股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这反映了唐太宗

A．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思想 B．君主应该接纳臣民的谏议

C．认为君主是国家治理根本 D．充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

12．在唐代，文人进身仕途除了参加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外，通过“干谒”即达官贵人、朝廷重臣

或是社会名流的举荐而入仕。这表明唐代

A．深受汉代察举制影响 B．科举制度的高度成熟

C．排除了世家子弟入仕 D．人才选拔的灵活多样

13．唐代民间常以“戏孔”为乐。《旧唐书》记载：唐文宗大和六年（832 年）二月的一次宫廷宴会，

杂戏人“戏孔”，“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黩。’遂命驱出。”这表明唐朝

A．儒学复兴开始兴起 B．儒学地位受到冲击

C．民间娱乐活动丰富 D．三教出现合流现象

14.宋哲宗时,礼部侍郎范祖禹说:“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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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矣。”这主要表明宋朝

A.地方分权制衡巩现固了统治 B.国家对地方实现有效管理

C.根除了地方分裂割据顽疾 D.官员素养高能够依规行政

15．北宋法律规定，所有与农户有关的田宅、婚姻、债务之类的民事诉讼，必须在每年十月一日后

才能起诉，次年正月二十日停止受理，三月三日以前审理完毕。这一规定体现了

A．薄赋观念 B．程朱理学思想 C．重本思想 D．经世致用观念

16．历史学者谢元鲁指出：唐代的经济制度重平等轻效率，宋代则不然，在经济领域对效率的注重

逐渐取代了对平等的注重。宋代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

A．坊市界限的打破 B．经济重心的南移

C．海外贸易的发展 D．土地产权的转换

17.宋代书画创作开始出现了文人画和通俗画的分化,士大夫和富民追逐文人画,平民喜爱通俗画这

表明宋代

A. 书画市场逐渐走向成熟 B. 社会发展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

C.文人士大夫影响力巨大 D. 富民已经跻身于士大夫的阶层

18．据《元史》记载，“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

今皆赋役之，比之于内地”。元朝此举

A．主要为了实现民族平等 B．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C．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 D．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19．洪武年间设立的通政司，早朝时呈报的是内外章奏；午朝时呈报的是关于底层百姓阶级的臣民

之言；重大或机密事件则不定时向皇帝汇报。这说明通政司

A．具备协理政务的职能 B．容易造成官员专权

C．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 D．便于皇帝掌握舆情

20．自明中叶以来，江南丝织业市镇及其四乡，农家栽桑、养蚕、缫丝、织绢，以及植棉、纺纱、

织布等原先的农家副业，逐渐取代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家正业，出现了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

稻作的新趋势。这表明江南市镇

A．早期工业化的特征 B．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C．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D．经济发展的区域化

21．明朝前期，普通百姓严禁使用大红、黄色鲜艳的色彩；晚明以后，红色和黄色却成为民间普遍

认同的富贵色。这一变化

A．瓦解了明朝的服饰等级制度 B．反映了百姓的政治地位上

C．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积淀 D．是市民文化开始兴起的体现

22．明清时期，江南人家有田十亩，必延请塾师培养子弟应举人仕；商人、高利贷者也热衷于培养

后代在科场博取功名，还不惜血本捐官买爵。这反映了当时

A．科举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 B．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C．社会群体依附于政治权力 D．官商一体成为趋势

23．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下达“严行封禁，

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这说明当时

A．开矿被政府垄断并限制 B．开矿聚集影响社会稳定

C．中央地方矛盾日益加剧 D．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

24．16 世纪至 17 世纪中叶中西科技成就简表

时间 欧洲 时间 中国

16 世纪 哥白尼太阳中心说 明中期 李时珍《本草纲目》

17 世纪 伽利略天文望远镜、哈维血液

循环学说、波义耳近代化学、

笛卡尔解析几何、牛顿力学体

系

明后期

清

徐光启《农政全书》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宋应星《天工开物》

据材料可知

A．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 B．东西方社会发展趋势不同

C．“东学西渐”历程开启 D．中西方科技发展方向不同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25 题 25 分，第 26 题 12 分，第 27 题 15 分，共 52 分。

25．（25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共有 12 座城门，一门

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

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

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东市、西市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由于城门管理严

格，主要服务于达官贵族。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

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

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

古罗马城的建设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阶段。共和国时期，为了防止

外敌入侵，罗马人不仅将罗马城进一步扩大，修建了周长 10 公里，厚近 4 米、高 7 米多的城墙，

并建造了坚固的城门、塔楼、碉堡等工程。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城已经拥有 100 万的人口，无论从

地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内工商业发展迅速，金融、行会、高利贷业也

有很大发展。当时手工业作坊密布于城市街区，手工行业达数十种。从帝国建立到公元 180 年左右，

为歌颂权力、炫耀财富、表彰功绩，建造了一大批凯旋门、纪功柱和以皇帝命名的广场、神庙，此

外剧场、圆形剧场与浴场等亦趋于规模宏大与豪华富丽。罗马帝国的皇帝好大喜功，建造了越来越

宏伟的建筑，也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摘编自（英）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长安城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13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长安城相比古罗马城的不同之处，并说明中西方两

大古都共同的历史魅力。（12 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

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

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

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

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

2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祗等人建议，利用攻破黄巾起义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

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这样，“农官兵田，

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曹操还先后采取招怀

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建安五年，

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

不得擅兴发。”这样，自耕农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曹操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

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摘编自《曹操的农业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曹操恢复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8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曹操重农措施的意义。（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