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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第 120 中学 2022-2023 学年度下学期

高二年级期末质量监测

历史试题

满分：100 分 时间：90 分钟 命题人：何福全 校对人：历史组

一、单选题(共 48 分）

1．读图阅史，把握时空。下图是新石器时代部分文化遗址分布图。下列各项中，信息

解读正确的是（ ）

A．①处居民最早种植水稻，并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B．②处典型器物是彩绘陶器，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

C．③处居民最早种植小麦，出现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

D．④处居民的大多数居住形式为穴居，主要饲养猪和狗

2．从现在已经面世的甲骨卜辞来看，殷卜辞绝大多数是对于神灵的祈祷与贞问，西周

时期的彝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铭文则多载人事，而少言神灵。这客观上

反映了（ ）

A．敬天保民思想开始出现 B．商周政权弥漫着神权色彩

C．新生产工具的迅速发展 D．早期国家治理观念在改变

3．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家的“藏富于民”、“轻徭薄赋”思想，墨家的“节用利民”思想，

道家的“精神足民”论，法家的“以政裕民”思想等。这说明

A．民本思想成为主流思想 B．统治者对民生的关注

C．诸子百家关注社会现实 D．民贵君轻成为社会共识

4．公元前 632年，晋文公打败楚国成为中原霸主，召集鲁、齐、宋等国国君会盟，还

派人把周天子召到河阳参会。孔子编定《春秋》时，将此事记载为“天子狩猎于河阳”。

这说明孔子旨在

A．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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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坚持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

C．强调宗法等级制度

D．谴责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5．晋景公十二年（前 588），“晋作六军”。对此，杨伯俊注曰：“晋原有三军，此时增置

新中上、下三军，共六军。三军原各有将佐，计六卿，今增置新三军，亦各有将佐，增

六人为卿”。新增的六人是：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旃。其中多为赵氏、

韩氏。“晋作六军”可用于说明，晋国当时（ ）

A．世卿世禄趋于解体 B．晋卿势力不断膨胀

C．宗法体系逐渐强化 D．军事实力空前强大

6．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联

系。之后，诸多朝代在这一区域设置机构或派驻官员，加强管辖。图中①②③处填写正

确的是（ ）

A．①行都指挥使司 ②澎湖巡检司 ③宣政院

B．①安西都护府②北庭都元帅府③伊犁将军

C．①乌斯藏②北庭都元帅府③西宁办事大臣

D．①安北都护府②单于都护府 ③驻藏大臣

7．西汉时期设立的郡大小差异较大。例如今之河南省，包括了汉代河南、汝阳、南阳

等 6郡；今之山西省，包括了汉代河东、太原、上党等 5郡；会稽郡辖区相当于今之浙

江、福建省；豫章郡辖区相当于今之江西省。这种状况反映了汉代（ ）

A．王国严重威胁中央集权 B．地方行政体制混乱无序

C．区域开发和发展不平衡 D．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薄弱

8．东晋初年为北方移民设置沿用其原籍的郡名、县名的安置点，称侨郡、侨县，并任

命流民中的士族担任郡守、县令。侨人户籍称“白籍”,不算正式编户，不必承担国家税役。

该政策的实施（ ）

A．引发了西北少数民族内迁 B．实现了社会成员身份平等

C．推动了南方土地的开垦 D．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9．酪类食品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食物。到魏晋时期，出身士族大家以豪奢著称的王济

在招待从江南远来洛阳的客人陆机时曾指着羊酪炫耀其生活。据此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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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魏晋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有所衰退 B．民族交融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C．经济重心已经从中原逐渐南移 D．长期战乱使魏晋士族生活不稳定

10．唐代宫廷内外充任侍卫宿守或征战者，有不少来自胡人系统。但这些胡人的子孙仅

隔一两代，便“不以冠缨在念”，例如，曲信则“少便静默，敦阅诗书”“时荣屏绝，事研

精释典”，安令节“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这一变化反映出当时（ ）

A．民族交融消除了文化隔阂 B．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形成

C．华夏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 D．“崇文抑武”成为社会共识

11．隋唐时期的书法艺术，融汇了南朝的秀美和北朝的雄健，创出新风格。对此理解准

确的是（ ）

A．隋唐书法艺术不拘法度 B．国家统一促进文化交流

C．君主开明有助艺术繁荣 D．对外开放利于艺术多元

12．宋神宗时期，司马光曾上奏称：“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

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富室差得自宽，而贫者困穷日甚。"司马光此言意在

（ ）

A．建议宋神宗改革赋税制度 B．维护社会下层的根本利益

C．谴责政府的横征暴敛行为 D．批评王安石变法违背初衷

13．公元 1140年，金朝以金兀术为统帅，兵分四路大举进犯。岳飞奉命坐镇郾城，指

挥抗金。《金史》和《宋史》对这场大战有不同记述。《宋史·岳飞传》载：“飞时出视战

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郾城再捷。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

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金史·宗

弼列传》载：“（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

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对此认识合理的是（ ）

A．《宋史》多源于宋代国史、实录故可信度更高

B．弄清历史真相须有实物史料佐证

C．历史记载往往受到著史者立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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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同史料导致历史真相的多样化

14．朱熹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以

下与这句话核心观点最接近的是（ ）

A．“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B．“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C．“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

理。”

D．“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

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15．宋代，在边远地区的广西，农村的集市已发展成为定期的集市（当地称“圩”），“有

的地方五天一圩，有的地方三天一圩，有的地方隔一天一圩”。这一现象反映出（ ）

A．市的发展突破时间限制 B．城市经济职能增强

C．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D．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16．元朝时期，统治者决议“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确定了宋、辽、金三朝独立

成史的原则，修正了南北朝修史时出现的“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谓南为‘岛夷’”的弊

病。在对三朝历史编纂中，力图用相似的篇幅设置来记录三朝历史发展进程，负责编纂

的史官也来自不同民族。这反映出元朝（ ）

A．“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得到强化 B．边疆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C．开创了为少数民族修史的先例 D．民族交融缓和了社会矛盾

17．在元代的三国戏中增加了很多有才之士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故事。

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中张飞的唱词：“少不的一事无成两鬓斑，恁时节后悔晚。”《醉

思乡王粲登楼》中王粲的唱词：“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信书生一世贫。”出现这一现象的

重要原因是（ ）

A．民族交融趋势的加强 B．儒学始终受高度重视

C．市民文化的日益流行 D．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

18．张家口原是明初长城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隆庆年间，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边贸城

市，晋商一度活跃于此；清代批准开通途经张家口的对外官道，从此它成为中俄贸易的

重要枢纽之一。据此可知，张家口的兴盛主要基于（ ）

A．优越的地理位置 B．海外贸易的发展

C．晋商群体的活跃 D．政府的边疆政策

19．明末冯梦龙曾言：“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

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于是撰成《皇明大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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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一笔记小说。据此可知，冯梦龙撰写此作意在

A．提升心学的政治地位 B．纠正空谈心性的学风

C．推动小说文学的发展 D．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

20．明朝政府对京师与地方的驿站信息传递做了严格限定。《大明会典》规定：陕西都

司，陆路 2650里，计 43站，限 86日；岷州卫，陆路 4100里，计 61站，限 120日……。

材料说明当时（ ）

A．驿站推动公私信息高效传播 B．官方有意拓展新闻传播途径

C．传输技术影响信息传播范围 D．政府重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21．巡抚是明初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官职。洪熙、宣德年间，临时差

官开始过渡为常驻地方的巡抚官，君主势必再派“近官”对其制衡。这说明明代

A．中枢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B．地方扩大了行政权力

C．中央与地方关系动态演进 D．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

22．如表是明代徽州地区土地交易契约中所使用的交易媒介统计表（单位：%）。对如

表解读合理的是

年代 宝钞 白银 谷物和绢布

1402~1424（明成祖） 82.5 1 16.5

1424~1425（明仁宗） 66.7 0 33.3

1425~1435（明宣宗） 22.5 2.5 75

1435~1449（明英宗正统年间） 0 64.8 35.2

1450~1456（明代宗） 0 90 10

1457~1464（明英宗天顺年间） 0 93.9 6.1

1464~1487（明宪宗） 0 100 0

A．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 B．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C．明代土地交易买卖频繁 D．谷物和绢帛后期是主要交换媒介

23．清代学者钱大昕在《答问四》一文中，指出圣人修《春秋》并非仅仅“为为人臣子

者言之”、让“乱臣贼子惧”的一本书，更是“为为人君父者言之”、让“君父惧”的一本书。

由此可知，钱大昕的思想

A．强化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B．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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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思了儒学的伦理观念 D．彰显了严谨的考据学风

24．下面是清朝前期的外交体制框架图。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A．清朝外交管理权下移的趋势

B．清朝外交近代化发展的趋势

C．天朝上国观念下的分类管理

D．闭关锁国外交在政治上体现

二、论述题(共 52 分）

2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唐朝后期南北户口升降比较表

天宝元年（742 年）

户数

元和年间（806-820 年）

户数

下降幅度

（%）

占全国户数比例

（%）

北

方
3736652 866887 76.8 36.52

南

方
3117624 1506548 51.68 63.48

总

计
6854276 2373435 65.73 100

——据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表格中的数据变化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要求：史实运

用正确，逻辑体系严密。）（12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中国历代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边患的挑战与内部的社会

{#{QQABLQiAogAAAAJAABBCQw2gCAGQkhGAAIgGRFAYMEIAiAF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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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当政者总要解决如何维护自身统治和应对内外危机的问题，此即传统上始终

困扰政权的“边患”与“内忧”难题。历代王朝历经探索，或成就显著，或顾此失彼，

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及借鉴。

——摘编自陈峰《秦至宋朝应对边防与社会危机理念及方式的变迁》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中国某一朝代或朝代中某一时期，围绕“国家忧患与治

理”，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8分）

材料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波斯的君主阿鲁浑派遣兀鲁台解、阿必失呵、

火者三人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中国，请求忽必烈大汗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

大汗答应了这个请求，选择了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叫阔阔真，并派遣已来到帝国多年的

马可·波罗一家由海路护送他们而去。

据《永乐大典》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

奏：“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台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今印度东南岸一带），

往阿鲁浑大王位下”。

《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人们一直持怀疑态度。怀疑者认为

游记只是据传闻写成，但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文中提出：“我倾向

于他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这并不能否认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资料来源，他把本来会

散失的情况记录了下来，这与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相似，希罗多德并没有去过他所

记述的所有地方，可他的著作绝不可以轻率地摒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

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28．“食为政首，粮安天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0分）

材料一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

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

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鸡肋编》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

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

只有秋课（稻），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两

宋之际，南方水田农业区稻麦两熟制曾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

——摘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等

材料二清朝前期人口与耕地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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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纪年 年份 人口（亿） 耕地（亿亩） 人均耕地（亩）

世祖顺治七年 1650 1．00～1．50 6．00 4．00～6．00

高宗乾隆十五年 1750 2．00～2．50 9．00 3．60～4．500

宣宗道光三十年 1850 4．10 12．10 2．95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

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

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摘编自[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两宋之际稻麦两熟制在南方“极为兴盛”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分析

其对当时农业生产格局的影响。（10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清朝前期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带来的影响。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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