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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高二历史期中考试试卷 

命题人：黄坚   审题人：路增 

本试卷共 6 页，20道题，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本项共 16题，每题 3分，共 48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1.“封建社会”的概念是近代引入中国的。下图所示柳宗元的文章的主题可能是(  ) 

A. 分封制度                          

B．王位继承制度  

C．郡县制度                          

D．三公九卿制度 

 

2.“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

的这段话认为(  )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3．汉高祖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此后逐渐形成数量庞大、祭祀隆重的郡国庙。

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宗庙居郡国非礼的主张，至元帝时，通过礼制改革正式废除郡国的宗庙。

郡国庙制的兴衰，主要反映了西汉 

A．儒家独尊地位确立                   

B．加强中央集权的历程 

C．宗法制度趋于瓦解                   

D．神化刘氏家族的统治 

4．十六国北朝时期，选官制度发生了变化。例如，后赵政权有孝廉试经的制度；北魏孝明

帝以考试选拔御史，参加者八百余人；北齐文宣帝以策试选三百人，参加者达二三千人。上

述材料表明十六国北朝时期 

A．君主权力有所强化                    B．九品中正制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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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世族阶层已经没落                  D．儒学社会影响弱化 

5．“元夜燃灯”“寒食扫墓”是唐代出现的习俗，与佛教“燃灯礼佛”‘扫塔”之说有一定关

系。这些习俗的出现反映了 

A．佛教融入中国社会                   

B．佛教文化影响了儒家思想 

C．中国孝道文化发展                  

D．统治阶级用宗教麻痹民众。 

6．唐中期以来，城隍神成为官府所规定祭祀的神祗。各座城市的行政首脑每年按时举行祭

祀城隍的仪式。城隍已被民众奉为专门守护城池的神祗，而且其神格及影响超过土地神。当

时，大众的城隍信仰浓烈是源于 

A．官府推崇神灵崇拜                  B．儒学正统面临挑战 

C．土地财富作用削弱                  D．城市经济功能凸显 

7．图 1为宋代文学艺术领域变化的部分情况。对这些变化起直接作用的因素是 

·文学   诗文选本蔚成风气，白话小说大量出现 

·书法   帖学兴起，碑帖印本广泛流通 

·绘画   版画和年画成为新画种，民众喜闻乐见 

图 1 

A. 印刷技术发展                    B．城市经济繁荣    

C．科举制度完善                    D．市民文艺兴起 

8.有位古代思想家认为：通过读书等外在手段来明理自然是好，但“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

堂堂地做个人”，重要的是先确立仁义这一根本。这位思想家可能是(  ) 

A．孔子                            B．董仲舒            

C．朱熹                            D．陆九渊 

9．元代的手工业工人被征调后，便终身服役。明朝初期实行改革，政府停止给休工时期的

工匠发放“薪米盐蔬”，但是“听其营生勿拘”。这一变化 

A．顺应了“一条鞭法”的需求           

B．降低了工匠的生活水平 

C．促成了官营手工业的繁荣             

D．激发了社会生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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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瓷器、丝织品和书籍等大宗出口商品产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和

广东等地；被称为“香药犀象”的海外商品，主要的销售地是京城、四川和东南地区。上述

现象出现的背景是 

A．海外贸易的拓展                    B．经济重心的南移 

C．经济结构的变化                    D．消费市场的扩大 

11．明万历十四年（1586 年），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劝谏皇帝勤政。皇帝大怒，传谕内阁，

命拟旨治其罪。阁臣拟夺其官，“帝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逆帝意。

“诸御史疏继之，帝怒，夺俸有差。”这一过程中 

A．礼部削弱了内阁权力                 

B．内阁行使了决策的权力 

C．御史制约了皇帝权力                 

D．给事中行使了言谏权力 

12．明清时期，江南人家有田十亩，必延请塾师培养子弟应举入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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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清代，纂修宗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每部宗谱均有族规、家训，其内容主要包括

血缘伦理、持家立业、报效国家等。这表明，宗谱的纂修 

A．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         B．体现了儒家思想观念 

C．维持了士族家庭的血统纯正         D．确立了四民社会结构 

14．明代中后期出现一批要求冲破“天理”教条束缚的思想家，其中罗汝芳以人之“赤子之

心”来诠释“良知”，肯定人性中正常情欲的合理性。深受罗汝芳影响的戏剧家汤显祖在作

品《牡丹亭》中彰显一个“情”字。这说明 

A．封建等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B．文学创作迎合市民需要 

C．心学的发展影响到戏曲创作           

D．宋明理学统治地位动摇 

15．清代乾嘉学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如戴震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焦循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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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上材料反映程朱理学 

A．被乾嘉学者修正                    B．在清代已经衰落 

C．遭清代学者反对                    D．不承认人的欲望 

16.君主专制在从秦到清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偶有特殊情况，能反映这一情况的是(  ) 

A．战国时期秦国以王为首，统一后秦王称皇帝 

B．汉武帝以身边近臣组成中朝执掌决策权，隋代实行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制 

C．唐代决策、审议、执行权分离，宋代中央机构形成全面的权力牵制体系 

D．明初废除宰相，清初“军国政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4小题，共 52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周代的贵族分王室、诸侯、卿大夫、士等等级。春秋时期，从各个阶层中游离出来的贵族、

平民渐渐合流于士的阶层，他们熟知礼乐文化，著书立说，聚徒讲学。 

                                   ——摘编自王家范等编著《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东汉时期，儒生从政后，为应时兵刑伐谷而“通法律政事”“习文法史事”。而由法律起家的

文吏，开始转习经术。两汉四百年间儒生与文吏充满矛盾，最终是“吏服训雅，儒通文法”。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三 

明代科举名额没有与人口增殖同步增长，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不少士人放弃科举，

投身商业，出现了“士而贾行”“弃儒就贾”的现象。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士”作为社会阶层，在春秋、东汉、明代三个历史

时期社会角色的变化，并用材料中的现象加以说明。（9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阶层在春秋以来稳居四民之首的原因。（5分） 

 

18.（14分）下表是某中学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的结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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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材料 结论 

 

东汉组 

史料记载，东汉桓帝是中国第一位实行道教及佛教教

化政策的帝王，他也支持翻译佛经和其他佛教活动。 

    ——据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 

佛、道思想是中国传

统思想的主流。 

 

宋代组 

游酢和杨时去拜访老师程颐，程颐正用佛家打坐法瞑

目而坐。游、杨二人遂恭敬地站在其身旁，等候良久，

直到程颐发觉。 

              ——据朱熹《近思录》 

中国古代有尊师传

统。 

 

晚清组 

孙家鼐建议京师大学堂应“以中学（中国传统学术与

政治思想）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据孙家鼐等《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1896年） 

这份奏折中，孙家鼐

认为中学比西学重

要。 

请回答： 

（1）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从材料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1分） 

 

（2）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不能从材料直接推导出来的？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者

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若修改结论，不得照抄材料）（5分） 

 

 

（3）本堂课的主题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请结合所学知识，紧扣主题，重新分析

各组的材料，建立材料与主题的联系，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在东汉、宋代、晚清三个时期

的变化。（8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表 2 

时间 中国 外国 

14～ 朱元璋在位期间，与占城、爪哇、暹罗等 30 余国进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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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 

行官方贸易。 

废除丞相制度。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和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

上的壮举。 

印刷机。 

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 

佛罗伦萨 200 余家纺织工场

雇佣 3万余名工人。 

16

世纪 

张居正进行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的“一条鞭法”改革。 

李时珍《本草纲目》刊刻。 

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 

汤显祖出生，代表作《牡丹亭》表现男女主人公冲破

礼教束缚，追求爱情自由。 

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

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莎士比亚出生，代表作《哈姆

雷特》。 

17

世纪 

朱子学在日本为官方推崇，成为显学。 

茶叶大量输往欧洲。 

宋应星《天工开物》刊刻。 

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郑成功收复台湾。 

英国入侵印度，英属东印度公

司在印度开展殖民活动。 

英国早期移民乘“五月花号”

到达北美。 

                                      ——据李亚凡编《世界历史年表》等 

表 2 为 14～17 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

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20．（12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秦汉时期山林属国家所有，不允许私家占有山林湖泊。东晋以后，巨室大族在南方擅

占山泽，晋成帝颁布了“占山护泽，强盗律论”的禁令，但难以执行。豪强之家违法占山封

水，政府无力制裁，平民百姓却无此特权，“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柴薪）无托”。

南朝宋孝武帝实行改制，允许私家合法拥有山泽产权；按官阶等级设限，第一、二品可占山

三顷，依品级递减，九品及百姓占山一顷；“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缺）少，依

限占足”。私人合法取得山林产权后，山林开放成为常态，产权国有与私有并存。 

                     ——摘编自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山泽管理制度改革的背景。（4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朝山泽管理制度改革的作用。（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