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2020-2021学年上学期期中考试

高一年级历史问卷

命题人：路增 审题人：黄坚

本试卷共 4页，27 道题， 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60 分钟

一、选择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7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原始人类经历了从群居到聚族而居，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饲养家畜的演进过程。推

动上述演进的主要因素是

A．建筑技术的进步 B．人工取火的发明

C．饲养水平的提高 D．生产工具的改进

2. 《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三月王后亲率嫔妃

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后来，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样的仪式。这反映

了

A．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格奉行 B．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重农抑商从西周始一直推行 D．农桑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3. “奉法者强，是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持这一观点的人应是

A.墨翟 B.韩非 C.孟轲 D.荀况

4. 刘邦在位末年与众臣歃血为盟，特别诏令：“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

天下共诛之。”其目的在于

A.加强进行对地方的控制 B.禁止分封异姓王侯

C.鼓励臣民建立军功 D.安抚汉初以来的功臣

5.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下列史事不能在《史记》中查到的是

A．文景之治 B．平王东迁

C．光武中兴 D．焚书坑儒

6. 图 3为三国曹魏《三体石经》的残片，经文中的每个字均用先秦古文，小篆等三种字体

刻写。这三种字体反映了

A.当时统一文字的努力 B.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

C.当时字体流行的实际情况 D.汉字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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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魏晋时期，有人斥责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

这反映出当时

A．佛教传入颠覆了传统观念 B．儒家伦理不为社会所重视

C．佛教急于融入本土文化 D．佛教与儒家伦理抵触

8. 史载，东晋时，太尉郗鉴为女择婿，遣人至朝廷重臣王导的家中“遍观子弟”。王氏子

弟各自修饰，以图被选，只有王羲之“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被郗鉴认为是理想的女

婿人选，“遂以女妻之”。这主要反映了当时

A．女性地位低下 B．婚姻讲究门第

C．择婿方式独特 D．大臣拉帮结派

9. 唐代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均号称宰相，共同承担政务，其主要目的是

A．提高行政效率 B．强化君主集权

C．分割宰相权力 D．利于集思广益

10. 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

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

A.选拔最优秀的官吏 B.鉴别官员道德水平

C.排除世家子弟入仕 D.提升社会文化水平

11.北朝时，嗜好奶类制品的北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唐中期，北方城市中，“多

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据

此可知，唐中期

A．国家统一使南茶开始北运 B．南北方饮食习惯趋于一致

C．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D．南方经济水平已超越北方

12. 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记载。《续湘山野录》

记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宿于宫中；《涑水记闻》则称，那晚宋

太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13. 有学者研究发现，宋代经常出现县官职位空缺，无人愿意履职的现象，即使在江南富庶

之地也同样如此。出现这一现象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A．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权力削弱 B．文化教育落后，官僚人才缺乏

C．商品经济发达，弃官从商普遍 D．经济重心南移，文人弃北趋南

14. 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

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15. 下列各项史料中，能够反映南宋都城临安面貌的是

A．（崇仁坊北街）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B．有大市，自余（其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C．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

皆然。

D．郭（廓）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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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

成这一变化的是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17. 元朝时，大规模的漕粮海运前所未有，海外贸易繁荣，泉州还被誉为“世界第一大港”。

这反映出当时

A．重农抑商政策废止 B．造船航海技术进步

C．内河航运严重不畅 D．陆上丝绸之路受阻

18. 元大德九年，中书省下达公文，谴责各行省应决不决，“泛滥咨禀”的做法。然而，对

“重事并创支钱粮”，仍重申“必合咨禀”的旧制。中书省此举的真实意图是

A．增强行省政务禀报的意识 B．创造条件扩大地方自主权

C．摆脱地方繁重政务的干扰 D．中央集权与高效行政兼顾

19.表 2 明代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5）徽州祁门土地买卖契约情况表

时间 使用通货类别及契约张数

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 宝钞 23、银 1、布 1

宣德年间至景泰年间 宝钞 4、银 27、布 42、稻谷 4

天顺年间至弘治年间 银 52、稻谷 1

反映了

A．宝钞在民间的信用降低 B．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

C．生活资料均可作为支付手段 D．白银始终是主要流通货币

20. 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

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A．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B．皇帝权力日趋衰落

C．内阁议政功能已经丧失 D．宦官掌握决策权力

21. 明朝有人描述在广东大庾岭所见：“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

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这表明当时

A．岭南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北方 B．岭南是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C．以物易物是商贸的主要方式 D．区域差异造成长途贸易兴盛

22. 明末有人描述江南农村的变化时说，百年前的雇工“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如

今“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这一变化反映了

A．市镇经济与手工业的发展 B．政府积极推行重农政策

C．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D．农业中人身依附关系强化

23. 下列中国古代科技著作中，成书于明代的是

A．《本草纲目》 B．《齐民要术》 C．《九章算术》 D．《梦溪笔谈》

24. 康熙因西洋历与中国传统历法之争，命钦天监官员与西洋历代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辩论。经验证，证明西洋历法更为准确，遂“复用西洋历法”，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监。

这一事件表明，康熙

A．全面接受外来文化 B．审慎地接受外来事物

C．改变闭关锁国政策 D．承认西方文化超越中国

25. 《清史稿》记述，清代内阁“沿明旧名，例称政府”，但“内阁实权，远不逮明”，“内

阁宰辅，名存而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A．清朝前期以武立国 B．六部分掌行政权力

C．新的权力机构出现 D．贵族特权不断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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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题：（共 2小题，共 25 分）

26．（15 分）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

明代小说繁荣，在唐传奇、宋话本所载故事基础上形成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

浒传》等名著。明中后期，文人与市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一批描写市民生活的文人士

子，他们更多地使用通俗生动的日常语言，塑造了众多商人、手工业者和市井小民的形象。

明代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被人们津津乐道，如“桃园三结义”“大闹天宫”等。这些小说

不仅增长人们的知识，开阔眼界，而且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明代有人认为，小说“虽稗官之

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

盖亦有之”。

——摘编自周先慎《明清小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小说繁荣的原因。（10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小说在当时所起的社会作用。（5 分）

27．（1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历史地图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

图 9 东汉十四州示意图 图 10 唐开元十五道示意图

比较图 9、图 10，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