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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阶段联测

高一历史试题

（考试时间 75 分钟，总分 100 分）

命题人:东台市唐洋中学 审核人: 李堡中学 姜堰美术

一、选择题：本题共 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下列关于中华文明起

源状况说法正确的是( )

①元谋人、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和使用磨制石器。

②新石器时代，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生活逐渐稳定。

③河姆渡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并且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④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表明，国家已经产生。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2.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早就有了这个观点:父母、祖父母、叔伯、婶婶、姑姑是血缘关系

中最近的亲人,外祖父母、舅舅、舅妈、姨妈是血缘关系第二重要的亲人。材料反映了( )

A.宗法制影响了亲戚亲疏观念 B.西周亲戚体系较为庞大

C.男尊女卑观念开始形成 D.宗族凝聚力在逐渐加强

3.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有了重大发展,农业进步,工商业繁荣,货币流通广泛,各地涌现出一

批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的中心城市。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根源于( )

A.井田制的发展 B.铁犁和牛耕的使用

C.统治者的重视 D.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推行

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出现,知识分子有了学习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广收门徒,著书立

说,使得各流派的思想得以传播。这种现象促使( )

A.全社会文化水平整体提升 B.贵族政治得以确立

C.形成比较自由的文化风气 D.法家学派居于主流

5.在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在评价秦朝确立的某一政治制度时说:(它)保持了与远古神祇圣哲

强烈联想的这个称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该制度( )

A.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 B.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

C.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D.促进了文化交流交融

6.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秦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相继灭掉六国，进而

开创了“海内为郡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局面，这表明（ ）

A.分封制度的终结 B. 中华文明起源到早期国家形成的重大转变

C.宗法制度的湮灭 D. 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基本模式形成

7.某同学在演讲时,引用了这样一段史料:“汉文帝时期，淳于缇萦的父亲被诬告受肉刑，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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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缇萦上书称死者不能复生，断肢体不能再续，愿代父受刑。皇帝为之感动，并说不可未经

教化就施刑，于是宽免其父并废除肉刑”。从材料中可以看出（ ）

A.政府取消了对民众的刑罚 B.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C.儒家思想确立了正统地位 D.统治者重视德政和孝道

8.某节历史课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些概念:“推恩令”“初置刺史”“尊崇儒术”等措

施。由此可知，课堂上正在学习的内容是（ ）

A.周武王推行分封制 B.汉高祖建立汉朝

C.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D.汉光武帝重建汉朝

9.据史书记载,三国时,南方某地出现了亩产五石稻的高产纪录,南朝时亩产则增长到十石,

豫章(今江西北部)甚至创造了“一亩二十斛”(一斛即一石)的最高纪录。这种现象出现的主

要原因是( )

A.北民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B.政府推行重农政策

C.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D.大批水利工程兴建

10.据史书记载,北朝族际通婚十分普遍,其中鲜卑族与汉族联姻占绝大多数,“胡汉不同”“夷

夏有别”的观念在两民族间已渐渐淡化。这主要是因为( )。

A.商鞅变法 B.唐太宗的开明平等的民族政策 C.孝文帝改革 D.王安石变法

11.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扬州和全国连成一体,扬州自此成为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而运河最

南端的余杭,也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材料反映出大运河的开通

( )

A.改变了南北经济格局 B.促进了沿岸城市的发展

C.加快了隋朝统一进程 D.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12.唐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

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政府财政收入锐减。780 年，政府开始推行两税法。该税制的推

行( )

A.消除了贫富差距 B.改变了征税标准

C.加速了白银流通 D.强化了人身控制

13.图一和图二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机构的变化。此变化所反映的实质是( )

A.皇权逐渐得到加强 B.中央官员数量增多

C.大臣分工逐渐明确 D.丞相负责军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