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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首都师大附中高一 12月月考 

历    史 

1.2020年5月，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重大考古成果发布。在这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

巨型聚落遗址中，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其他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山 东大汶口文化特征，陶

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属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因素等。这体 现了 

A．最早的国家正式形成 

B．贫富分化开始出现 

C．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 

D．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2.陈直说：“《史记·殷本纪》合于殷虚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又说“《史记·楚世 家》之

楚侯逆、楚王，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史 记·蔡世家》，

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作者意在说明  

A.甲骨文、金文可以印证《史记》 

B.甲骨文、金文标志着汉字的成熟 

C.考古资料否定了司马迁的记述 

D.出土文字价值一定优于传世文献  

3．殷商时期，统治者崇拜鬼神，认为鬼神可以主宰世间一切。西周统治者则认为天命 不是固定不变

的，上天并不永远保佑某一个王朝的统治，只有怀保小民，才能得到天的 佑护。这一变化 

A．反映了等级秩序崩溃 

B．体现了治国思想进步 

C．确立了宗法分封制度 

D．开启了民主主义先河  

4．子曰：“周监（借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据此可知，孔子主 张 

A．爱惜民力，为政以德 

B．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D．文化传承，恢复周礼  

5．《史记·苏秦列传》中描述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的繁盛，说道“车毂击，人摩肩，连衽 成帷，举袂

成幕，挥汗成雨”，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因素包括 

①铁制农具使用与牛耕推广 

②齐国国家实力强大，人口众多 

③手工业分工细密，货币广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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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齐国扩张势力是诸侯中的霸主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6．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兴修了许多著名的工程。观察右图（局部），对图

中所示区位，命名及标注正确的是 

 

A．①—秦始皇长城 

B．②—灵渠 

C．③—郑国渠 

D．④—都江堰  

7.秦巩固统一的措施中，最能对中华民族形成稳定共同体起到推动作用的是  

A．推行郡县制 

B．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 

C．统一文字 

D．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8.秦朝郡县制度之所以能够适应集权政治的需要，最主要是因为  

A．郡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B．郡县官吏必须对上一级负责 

C．郡县之下设置乡、里，分别负责管理民众和治安  

D．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职位不能世袭  

9．学者马孟龙指出：“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真正形成和得以稳固的伟大时代。从 春秋时期的民

族大家庭初步形成，到此时的真正形成，时间之流又淌过了七八百年，这 时的‘中国’已涵盖了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内外以至粤江地区十分广袤的地域。” 下列史实属于这一“伟大时代”的

是 

A．由多民族政权并立到再次实现统一 



 

第3页/共9页 
 

B．华夏认同的观念开始产生 

C．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对西藏的管辖 

D．始设管辖西域的军政机构  

10.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说：“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 朝代推移，

鼎迁物改，犹卬（yǎng 古同“仰”）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 之……往往其时仕者，

或从辟召，或举孝廉，则皆贵胄也。其起自单族匹士而显贵者， 盖所罕见。”他所描述的这一中国

古代社会现象发生于 

A.秦汉时期 

B.魏晋南北朝 

C.隋唐时期 

D.北宋时期 

11.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 牛马驴骡，

由与中国错居故也。”这一现象表明，氐人当时 

A.已经完全以农耕生活为主 

B.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和文化 

C.生产以耕织和饲养相结合 

D.深受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响 

12.对下图所示迁都的影响，理解准确的是 

 

A.促进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B.促进了民族间的大交融  

C.利于削弱士族门阀特权  

D.促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13.古代思想家认为“神”是“形”之“君”。因此，艺术表现也要以神为主。东晋有一位画家提出

了“以形写神”和“传神写照”的见解，并创作了《洛神赋图》等名作。他 就是 

A．王羲之 

B．顾恺之 

C．颜真卿 

D．吴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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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学者评价某个朝代：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多年，但“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 治遗产，比

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他评价 的是 

A．秦朝 

B．西晋 

C．隋朝 

D．唐朝  

15.隋文帝废除汉代以来地方州郡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僚属的制度，规定“凡九品以上地 方官员一律由

中央吏部任免，官员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根据实绩实行奖惩、升迁或黜 落。”这一措施 

A.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B.减轻了封建国家的财政负担  

C.调动了知识分子入仕的积极性  

D.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  

16．识读下表，分析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  

B．政权更迭、混战不息  

C．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D．朋党之争和黄巢起义  

17．下图传为初唐画家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局部)，反映的是外国使节和我国边远少数民族使臣

携带贡品来唐朝进贡的生动情景。出现这一情景的原因是 

 

①唐太宗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开放的对外政策  

②唐代国内外交通联络较发达通畅  

③唐玄宗轻徭薄赋，知人善任，虚怀纳谏  

④唐代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 

A．①②③ 

B．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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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②③④ 

D．①②④  

18.某历史学习小组搜集了以下三则史料，他们研究的主题应是 

 

A．安史之乱的危害 B．文学体裁的演变 

C．经济重心的南移  

D．赋税制度的沿革  

19.北宋中期，“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虽有武臣，盖仅有

也”。这体现出当时 

A．崇文抑武  

B．守内虚外  

C．藩镇割据  

D．无为而治  

20．北宋名臣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民间尊称他为“包相爷”。他曾担任过转运使、兵部员外

郎、开封府知府和枢密副使等职务，其中“位同宰相”的是 

A．转运使 

B．兵部员外郎 

C．知府 

D．枢密副使  

21.《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创置榷场，以通南北之货……内足以专课息之源，外足以固邻国之

好。”榷场的设置 

A．增加了宋朝财政负担 

B．促进了经济重心南移 

C．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 

D．推动了“交子”的出现  

22．对于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刘擎说：“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 内,无一民一

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其观点认为变 法 

A．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B．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C．操之过急加重百姓负担 

D．动摇了北宋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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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契丹建国后曾采用南北面官制，主要是因为 

A.契丹与汉人民族矛盾尖锐 

B.境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C.皇帝与汉族官僚谋求妥协 

D.中原先进政治制度的吸引  

24.《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为西夏碑铭，记述了元昊为安放佛舍利而建造连云宝塔之事。 碑文由元昊

重臣汉人张陟署名“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张陟奉制撰”，由此可以得 出的结论是 

A.元昊所用臣僚均为汉族儒士 

B.西夏的相权威胁皇权 

C.西夏以宗教维系上下级关系 

D.西夏仿宋制建立官制  

25.……是金代社会军民合一的组织。金太祖时规定：300户为一谋克（百夫长），10谋 克为一猛安

（千夫长）。后来，其不仅在女真族推行，也用于金朝境内的契丹人、渤海 人、汉人聚居区。省略

号处省略的应是 

A.郡县制度 

B.行省制度 

C.南北面官 

D.猛安谋克 

26．管理吐蕃地区的元朝政府机构是 

A．宣政院 

B．行都指挥使司 

C．理藩院 

D．驻藏大臣衙门  

27.《元史》记载：“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重……大都设置 总急递铺提

领所……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携带）文书以行。” 以下对该机构作用的叙

述，正确的是 

A．维持地方治安 

B．巩固帝国统一 

C．转运地方财赋 

D．抑制武将势力  

28.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 中枢政权之

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 部族政权而设此制

度。”可以判断，“行中书省”是 

A．中央的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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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皇帝的中枢秘书机构 

C．地方的自治机构 

D．掌管民族事务的机构  

29.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起义之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 一个王朝有所

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这可以用来说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A.造成了皇朝的易姓换代 

B.推动了王朝政策的调整 

C.推动了国家的重新统一 

D.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 

30.以下是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简表，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 

 

A.唐代地方长官职权较汉代有所提高  

B.汉代选官重门第，唐宋取士重才学  

C.唐宋对官僚职权和升迁的规定更加细致严谨 

D.私人笔记的可信度不高，不可凭此得出结论  

31.考证“王嗣宗手搏得状元”（14分） 

王嗣宗是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年）的状元。当时的殿试有以才思敏捷、先交卷者为状 元的做法。

有学者依据文献记载考证“王嗣宗手搏得状元”的史事。 

材料一 司马光所著的笔记《涑水记闻》载，王嗣宗和赵昌言在殿试中同时交卷，于是 “太祖乃命两

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 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

昌言次之”。《宋史·王嗣宗传》载：“开宝八年，中进士甲科…… 嗣宗就试讲武殿，搏昌言帽，擢首

科。” 

材料二《宋史·赵昌言传》载：“昌言少有大志，赵逢、高锡、寇准皆称许之。（宋太宗） 太平兴

国三年（978 年），举进士。”依据档案编辑的《宋会要》记载：“太平兴国三年十一 月，以新及弟

（第）进士胡旦、田锡、赵昌言、李并为将作监丞。” 

材料三 宋朝王明清所著笔记《玉照新志》载：“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 （同时交

卷），艺祖（宋太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 

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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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材料，举例说明学者在考证“王嗣宗手搏得状元”时使用了哪些类型的文献 史料。（6 

分） 

（2）该学者对“王嗣宗手搏得状元”稍作推敲，认为疑窦颇多。依据材料和所学，指 出“王嗣宗手

搏得状元”的疑点。（8 分） 

32.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对于相应的地域或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活动有深刻

的影响。“祖宗之法”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12 分） 

 

请回答： 

依据所学知识，在标示的①②③④中任选两点，予以说明。（8 分）你如何评价宋朝这种 特别重视

“祖宗之法”的政治取向？（4 分） 

34.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与发展（14分）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①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

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  

②这是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 ③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

主题的大时代…… 

请回答：  

结合所学，为以上分论点分别列举出相应的史实论据。（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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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5 DABDA  6-10 ACDDB  11-15 CBBCA 16-20 BDCAD   

21-25 CCDDD 26-30 ABABC    

31、（1）笔记: 司马光《沫水记闻》王明清《玉照新志》;官修史书:正史《宋 史》;档案:

《宋会要》。  

（2） 疑点 1:《宋史》本身自相矛盾，《宋史》记载赵昌言为 978 年进士，王 嗣宗是 975 

年进士，两人不可能夺状元。疑点 2: 不同史书记载不同，与王嗣宗 “手搏”的当事人不一

致。疑点 3:宋代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且大力提倡文治， 是否通过手搏选取状元较为可疑   

32、①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 宋朝把兵权、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消除了 分裂割据的

基础，但又降低了行政效率，造成“三冗”局面.   

②权力机构的分立与集中: 设立“二府三司”，分割宰相的权力，皇帝得以总揽 大权.   

③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 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分散军权，重文轻武，武将受到 过多的牵

制，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④赵宋王朝的兴与衰:北宋加强了中央集权，保证了长治久安，保守派反对王安 石变法，无

法克服统治危机，北宋走向衰落.   

评价:有利宋朝统治的稳固，造成宋朝政治保守和僵化  

34、①秦朝最早确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在全国推广郡县制，汉朝设立中朝， 确立察举

制，设刺史监察地方等。   

②秦朝统一文字;汉武帝时期，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等。   

③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 (“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