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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2020-2021学年上学期9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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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史上限不断前移，内容不断丰富得益于

A．考古资料的发掘 B．古本文献的考订

C．神话传说采用 D．口述史料引入

2. 某遗址“距今约 5 000 年”“位于黄河流域”“代表器物是黑陶”。根据这些信息判断,该

遗址是( )。

A.红山文化遗址 B.仰韶文化遗址 C.龙山文化遗址 D.良渚文化遗址

3. 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禾”、“求年”、“有足雨”的内容。这反映了当时

A．农业生产已是重要的经济活动 B．农业的收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C．巫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者 D．自然环境恶化影响农业生产

4. 在殷墟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随葬的贝壳，甲骨文中也有如图所示的带“贝”的文字。

这说明

A．贝用于占卜 B．贝用于祭祀 C．贝是装饰品 D．贝是货币

5. 下列汉字字体中，得名缘于书写材质的是

A．隶书 B．金文 C．小篆 D．草书

6. 商代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是商王直辖区，外服是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西周则在

直辖区外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定期向周王朝觐并提供贡赋。这表明西周

A.废除商代制度而推行分封制 B.继承和发展了商代政治制度

C.最高统治集团权力高度集中 D.实现了对诸侯国的直接控制

7.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早期国家时注意到：周“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

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这表明

A．官僚体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 B．素养不同的人享有同等的国家管理权

C．以分封制构架国家垂直管理地方形式 D．国家制度受到宗族血缘关系的明显影响

8. 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 17 代 30 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 11 代 12 位王。

这反映出

A．禅让制度的长期影响 B．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

C．君主寿命的时代差异 D．血缘纽带关系的弱化

9. 文献史料述及西周的土地制度，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有天子存，则诸侯不

得专地也”的记载。这反映了

A．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 B．土地实际上为周王占有

C．诸侯贵族将公田据为己有 D．井田制下地权合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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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图为春秋战国之际局部示意图。当时，范蠡在陶、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成为巨富，这

一现象反映了

A．区域位置影响商贸发展 B．争霸战争促进经济交往

C．交通条件决定地方经济状况 D．城市规模扩大推动商业繁荣

11. 《资治通鉴》以公元前 403 年为起点，这一时间可表述为

A．公元前 4 世纪前期 B．公元前 4 世纪后期

C．公元前 5 世纪前期 D．公元前 5 世纪后期

12. 据考古报告，从数十处战国以前的墓葬中发现了铁器实物，这些铁器不少是自然陨铁制

作而成，发现地分布情况见图 3。据此可知，战国以前

图 3

A．铁制农具得到普遍使用 B．新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

C．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D．铁器分布可反映社会发展程度

13. 商鞅变法中提到:“户有二丁以上不分者,倍其赋”,该措施的目的是

A.践行小国寡民思想 B.扶植新兴地主成长

C.鼓励互相纠察告发 D.鼓励发展小农经济

14. 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一些至今仍在发挥作

用。这些工程能够在秦国完成，主要是因为

A．公田制度逐渐完善 B．铁制生产工具普及

C．交通运输网络通畅 D．国家组织能力强大

15.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在春秋战国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讲求“耕战”，富国强兵，“满足”秦实现统一的理

论是

A．儒家思想 B．道家思想 C．法家思想 D．墨家思想

16.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

于礼。”这一思想产生的制度渊源是

A．宗法制 B．禅让制 C．郡县制 D．察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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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A．重农抑商 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 D．重视道德与人伦

18. 秦灭六国后，秦王赢政兼采古史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名而称“皇帝”，其

首要目的是

A．宣扬托古改制 B．承袭华夏传统

C．突出个人功业 D．标榜君权神授

19.《三国志》称秦始皇“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这是指秦朝实行了

A．郡县制 B．分封制 C．行省制 D．刺史制

20. “大楚兴，陈胜王”，对应的历史事件是

A．楚汉战争 B．秦末农民起义 C．牧野之战 D．吴楚七国之乱

21. 《汉书》云：“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这表明在西

汉

A．分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B．宗法制度趋于瓦解

C．郡县制有利于维护皇权 D．官僚制度未能建立

22. 西汉初年，皇帝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驾车，将相大臣甚至只能乘坐牛车；到汉武

帝初，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马匹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A．社会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B．西域良马引进与马种改良

C．游牧民族大规模地移居中原 D．长期和平使战马消耗减少

23. 汉武帝时，朝廷制作出许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称为“皮币”，定价为 40 万钱一张。诸

侯王参加献礼时，必须购皮币用来置放礼物，而。朝廷这种做法

A．加强了货币管理 B．确立了思想上的统一

C．削弱了诸侯实力 D．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

24. 从西汉武帝到东汉中期,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东汉和帝后,以抒情为主的小

赋逐渐取代鸿篇巨制的大赋。这说明

A.皇帝喜好影响汉赋兴亡 B.士人热衷于颂扬国运

C.汉赋的风格受时代影响 D.赋是汉代的官方文学

25.传统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中将方田、粟米、均输、商功(测量体积,计算工程用工)勾股

等进行了分类,并列举了 246 个数学问题求解。这反映出《九章算术》

A.注重运用演绎方式叙述问题 B.体现了士人阶层的价值追求

C.成了完整的数学理论体系 D.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二、材料题：（共 2小题，共 25 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 分）

材料 汉代实行以察举、征辟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中后期强调文治，高级官员

往往是儒学名家，拥有成百上千的门生。某人一旦成为某位官员的下属，则终生为其“故吏”。

一些家族有人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成为

影响人才选拔的重要因素。官员们互相嘱托，推荐亲属故旧，所推荐的人才“不复依其质干，

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以便控制朝廷与地方政治，

世家大族干预人才选拔，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甚至是被数个家族长期把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的弊端。（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弊端的影响。（7分）



4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0 分）

材料 表 4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

上上

（圣人）

上中

（仁人）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尧、舜

周文王

孔子

孟子

屈原

荀子

子贡

范蠡

廉颇

老子

商鞅

韩非

齐恒公

吕不韦

荆轲

秦始皇

李斯

陈胜

宋襄公 夏桀 商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表 4 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

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