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高一期中考试历史试卷 

本试卷分为第Ⅰ卷和第Ⅱ卷 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 75分钟 

一、选择题：本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 

1. 下列研究远古社会的史料中，可信度最高的应是 

A. 神话传说 B. 考古遗存 C. 文献史料 D. 族谱家训 

2. 作为新石器文化遗存 代表，它地处黄河流域，典型器物是彩绘陶器，以粟等为主要栽培作物。材料中

描述的“它”是指 

A. 河姆渡文化 B. 红山文化 C. 良渚文化 D. 仰韶文化 

3. 周灭商之后，将王室、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各地。主要封国分布如图。据此可知，分封制（   ） 

 

 

A. 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文明时代 B. 推动了周文化的传播 

C. 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 D. 华夏认同观念在西周逐渐形成 

4. 春秋战国时期，引起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是 

A. 铁农具和牛耕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发展 B. 列国纷争 

C. 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变法运动 D. 百家争鸣 

5. “刀斧斩伐树木，树木种进泥土，泥土吸收水分，水滴熄灭火焰，火焰烧熔金属”讨论的学派可能是 

的



 

 

A. 道家 B. 儒家 C. 阴阳家 D. 墨家 

6. 秦朝统一后，修筑驰道、直道的主要目的是 

A. 传达政令调动军队 B. 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以维护统治 

C. 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 D. 促进民族交融 

7. 秦汉之际，威胁中原政权的少数民族主要是 

A. 犬戎 B. 匈奴 C. 氐 D. 东胡 

8. 东汉中期以后，推动东汉走向衰落的原因包括 

①外戚宦官专权②豪强地主势力发展，土地兼并严重③绿林、赤眉起义④地方长官拥兵自重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9. 两汉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绩斐然。其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是 

A. 《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的基础 

B. 《九章算术》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C.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 

D. 蔡伦改进造纸术 

10. 以下有关九品中正制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西晋时创立②中央委任中正官评定人才③选官时重视家世④逐渐为士族所垄断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11. 下图中标识为“政权” 地区政权指的是 

 

A. 西晋 B. 十六国 C. 北魏 D. 隋 

12.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反映 

A. 高门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柱 B. 士族与皇权的冲突成为当时最突出的政治现象 

C. 门阀政治取代了皇权政治 D. 中央集权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的



 

 

13.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成就突出，最早表现为 

A. 建安文学 B. 田园诗 C. 骈文 D. 民歌 

14. 秦朝“威振四海”却“二世而亡”，隋朝“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而“国祚短促”。在本质上能反映

出 

A. 历史发展常常有相似的一幕 B. 封建帝王决定王朝命运 

C. 人民力量的伟大 D.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趋势 

15. 观察以下古代大运河图。它贯通南北，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都起

了重要作用。该运河开通于 

 

A. 秦朝 B. 隋朝 C. 北宋 D. 元朝 

16. 下列有关“贞观之治”的认识，正确的是 

A. 唐玄宗知人善任、虚怀纳谏是这一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 

B. 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富足，是封建时代有名的“治世” 

C. 从根本上反映出唐朝统治者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治国思想 

D.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 

17. 唐朝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祖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位于西南地区的民族有 

A. 突厥 B. 靺鞨 C. 回纥 D. 吐蕃 

18. 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除征收谷物外，原来征收的布帛等实物改

为折钱计征。这一转变 

A. 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 B. 完成了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 

C. 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D. 加强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19. 《全唐诗》中收录了许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这说明唐代 

A. 社会成员身份开始趋于平等 B. 教育开始向民间普及 

C. 儒释道三教呈现交融状态 D. 具有重诗的社会风气 



 

 

20. 唐朝时，亚洲文化交流具有以佛教为载体的特点。能够印证这个结论的史实有 

①法显天竺取经 ②玄奘在那烂陀寺研学佛法 ③鉴真东渡日本 ④日本、新罗派学问僧来华 

A. 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 

21. 唐末五代，中央集权大为削弱。为扭转这一局面，宋初采取的重要措施有 

A. 设三司使 B. 文官任知州 C. 枢密院与“三衙”分权 D. 增设参知政事 

22. 宋朝实行“以钱财换和平”的做法来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岁币”“岁赐”“岁贡”反映了双

方关系。其中“岁贡”的对象是 

A  辽 B. 西夏 C. 金 D. 吐蕃 

23.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

虽得天下，旋踵灭亡。”以下推论合理的是，王安石变法 

①面临阻力  ②与商鞅变法具有相似之处  ③遭到天下人的普遍反对  ④取得了富强的效果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④ D. ②③ 

24. “职官设置分为南、北面官。南面官负责以汉人为主的农耕民族事务，北面官负责游牧民族事务”该

描述所指 

A. 辽朝 B. 西夏 C. 金 D. 元 

25. 元朝时期，对于吐蕃地区直接进行管理的机构是 

A. 中书省 B. 行省 C. 北庭都元帅府 D. 宣政院 

26. 元朝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这反映了元朝 

A. 行省军政大权集中，提高行政效率 B. 大大加强中央集权 

C. 缺乏有效制约机制 D. 不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的历史 

27. 宋与辽夏金各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它们之间贸易的重要途径是 

A. 草市 B. 海外贸易 C. 榷场 D. 瓦肆 

28. 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①北魏孝文帝改革 

②在辽夏金元统治下，边疆农业有了进步，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   

③元朝对边疆实行了比较有效统治，其管理更多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 

④元朝实行了“四等人制”以促进民族交融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29. 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日益繁荣。适应市民阶层精神需求，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成熟，

其标志是 

.



 

 

A. 词 B. 散曲 C. 元杂剧 D. 说书与话本 

30. 辽夏金和蒙古各政权统治者都创制了文字，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特征。在这些文字中，沿用至今的是 

A. 契丹大字、小字 B. 女真文字 C. 畏兀体蒙古文 D. 八思巴字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40分。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 

3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有两个突出特

点。首先，人文是相对于神文和物文来讲的。中国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

中国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次，人文精神更多地是强

调礼乐教化。中国讲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权力的压制。……中国的品格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教组成，三者都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中国的品格》作者：楼宇烈 

（1）材料一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2）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孔子对中国文化建设作过的突出贡献。 

材料二  史实表明，东晋南朝的许多皇帝都接受了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徒的译经，甚至亲自参与

佛事活动……佛教传播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抵制佛教者主要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的。当时争执

的核心是“沙门致敬王者”的问题，也就是和尚要不要向皇帝跪拜的问题。这表现上是宗教礼仪问题，实

际上仍然是现实政治问题，关系到专制皇权的权威性能不能维持。这个问题的争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

直存在。……南北朝时期有一种观念，即认为佛教的“五戒”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因此奉行

“五戒”可以化成民俗，有助于统治阶级维持政治秩序。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作者：李文才 

（3）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哪些特点？ 

材料三  青年毛泽东说：“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这是他 1917--1918年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

《伦理学原理》时的批语。有一些论著将朱熹与斯宾诺莎、怀特海、黑格尔相比较，我以为，以朱熹为首

要代表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实质意义上更接近康德。因为它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

建人的哲学。 

----《中国思想史论（上）》作者：李泽厚 

（4）材料三作者对“新儒学实质意义”的内容判定是什么？据所学知识，朱熹的相关思想有哪些？ 

“确定了主体意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在没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看待

自己的文化常常用非主体的，或者是别的主体意识去看，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 

——（摘自《中国的品格》） 

（5）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上，上述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怎样 启发？ 

的



 

 

32.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学者把秦朝至清朝的二千多年，称为中华帝国时期。从秦朝开始有了皇帝制度和帝国体制，它的

建立者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出现这样一幕对话场景。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

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

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

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

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这段对话出现的政治背景是什么？围绕国家治理，王绾与李斯分别主张实行

什么政治制度？随后秦始皇的决定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影响？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

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2）据所学知识，“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

仪”的做法有哪些？请从政治、经济、思想和西北开疆拓土等方面分别叙述。 

唐朝将中国扩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

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3）唐太宗曾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难违一官之小

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结合所学，唐

太宗时期得到发展的政治制度有哪些？ 

（4）依据上述材料，你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33.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图一 

 

。



 

 

材料二  图二 

 

材料三  “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的基本政策。宋政府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加以管理，收

入颇丰，以至于宋高宗说：“司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为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宋

代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 

（1）图一是西晋末至南宋初期数次出现的历史现象。其中“中原汉族迁往江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据

所学，这个历史现象对该阶段中国区域开发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图二直接反映的经济现象是什么？请说明图一与图二现象的关系。 

（3）图二南宋经济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哪些？请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说明。（试从当时政策、制

度、科技、政治重心变化、经济等角度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