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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 2015—2016 学年高一年级第一学期阶段性测评（一） 

历 史 试 卷 

（考试时间：上午 10：50——12:20） 

说明：本试卷闭卷笔答，做题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下列表格内。 

1.商代方国的名称，很多见于卜辞。如曹、杞、宋、雇、奄、薛、蜀、齐等等，大都还见于后世„„在江西清江发

现有商代中期遗址，在安徽、湖南等地发现了时代相当于商代的遗址、墓葬和遗物。据此可推断 

A.商代卜辞主要记载各方国的情况                      B.商代各附属国有很大的自主权 

C.商代的政治势力已经达及南方                      D.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在长江流域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的搜集归纳能力。商代卜辞主要记录占卜，并非记载各方国情况，故 A选项错误；B、D两项无

法从题干中得到；从题干中“在安徽、湖南等地发现了时代相当于商代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可推断出商代的政治

势力已经达及南方，故选 C。 

2.“(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说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根据材料可知周代 

A.完全建立在同姓亲族基础之上                      B.分封的主要标准是德才兼备 

C.异姓诸侯国受到排挤                              D.同姓亲族是分封的主体 

答案：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西周分封制。A 项“完全”一说过于绝对；B 项说法错误，西周分封的主要依据是血缘关系，

并非德才；C 项与题意无关，从材料中无法得出；从题干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可知西周分封的主

体是同姓亲族，故选 D。 

3.《春秋公羊传》中记载隐(鲁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鲁桓公，隐公

之弟)何以贵？母贵也。”这反映了 

A.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B.外戚对朝政的干预 

C.宗法分封制的瓦解                                  D.礼乐制度遭到破坏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宗法制。从材料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母贵也”可看出桓公得立是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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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嫡长子，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故本题选 A。 

4.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史“前一段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下对两大“政治”理解正

确的是 

A.都是地方政治制度                                  B.都加强了皇权 

C.都以血缘为纽带                                  D.都属于官僚政治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题干中“秦以前的封建政治”指的是分封制，“秦以后的郡县政治”指的

是郡县制。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为地方政治制度，故选 A项。分封制没有加强皇权，也不属于官僚政治，B、D错误；

郡县制并非以血缘为纽带，C错误。 

5.秦统一后，赢政不满足“王”的称号，改称“皇帝”，且“朕”、“诏”、“玺”等成为皇帝的专用名称；“政月”改

称为“正月”，“楚”改称为“荆”。上述现象从本质上反映了： 

A.皇帝个人喜好影响称谓的变化                      B.赢政借此否定周天子的统治 

C.统一名称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D.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 

答案：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秦朝皇帝制度。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并规定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决策具有独断性和随意

性，答题时应注意“本质”二字，A、C、D项均为表象。 

6.察举制已经为布衣贤士打开了入仕之门，地方官举荐“孝廉”，有吏有民，经皇帝策问后再授官。东汉时还要经

过朝廷的考试，有的考政事对策，有的考章奏文法，有的考明经律令。该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A.察举制开始打破了“世卿世禄”制                  B.察举制为科举制的产生提供了借鉴 

C.科举制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产生                       D.察举制是汉代官员产生的唯一途径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察举制。察举制之前官员选拔制度为“世卿世禄”制，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察举制将“孝廉”

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故本题选 A。 

7.有人在分析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时说，在中央，皇位由私家世袭；在地方，由异姓非世袭官僚管理。这说明中国

古代的国家治理结构是 

A.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                              B.三省六部制与郡县制相结合 

C.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D.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相结合 

答案：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题干中，中央皇位世袭属于君主专制的内容，地方“非世袭官僚管理”

指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属于中央集权的内容，故本题选 D。 

8.下面是三枚古代钱币。对于其流通时间的推断，较为合理的是 

 
A.商周时期             B.秦汉时期               C.魏晋时期            D.明清时期 

答案：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科举制。“文星高照”、“独占鳌头”、“连中三元”是科举制度下古代读书人的愿景和渴望得到

的最高荣誉，而科举制是隋唐以后才确立的，故本题选 D。 

9.北宋时期大力推行“恩荫”之制，所有高级官员都可以荫若干人做官或进官，而不拘子弟乃至亲戚门客。这在一



                                       太原新东方优能中学 

新东方太原培训学校                                                                       咨询电话：0351-3782999 

新东方太原学校：http://ty.xdf.cn 

定程度上说明“恩荫”之制  

A.是宋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                           B.是产生“冗官”的重要原因 

C.扩大了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                           D.使科举制难以发挥作用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宋代政治制度的弊端。“恩荫”之制的实施使得官员群体愈加庞大，成为“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10.“政本（内阁)大臣，居实避名，受功辞罪，平时养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辄曰：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

上委之六部。”材料反映了明代内阁 

A.与前代丞相职权完全相同                           B.掌握了最高决策权 

C.并非是正式丞相机构                               D.其下属机构是六部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明代内阁制。从“本无相名”、“止供票拟”、“上委之六部”可以看出内阁大臣无丞相名，只有票拟

权，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交由六部执行，故本题选 C。A、B 两项明显错误；六部直属于皇帝，D项错误。 

11.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

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

实在听烦了。”该故事主要反映了 

A.陶片放逐法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B.公民素质影响民主程序正常运行 

C.陶片放逐法限制了反民主势力                       D.古代雅典民主是一种粗糙的民主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古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A 项过于绝对；公民素质影响的是决策，而非民主程序，B 项错误；C

项不是材料主要反映的信息；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公民的素质、文化程度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决策，故本题选 D。 

12.19世纪的法国史学家这样记载：“今天的人在读了雅典的相关记述之后，就会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与其说

雅典的法庭是按照法律条文审判，不如说是在具有表演欲与说服力的演说者的控制之下。”这句话反映了雅典 

A.司法审判的民主特征                               B.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 

C.司法遭到了强权控制                               D.法庭审判结果不公正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古代雅典是直接民主政治，表演欲与说服力对民众的影响直接作用于判决

结果，体现了司法审判的民主特征。 

13.《十二铜表法》规定橡树的果实落入邻地时，得入邻地取拾。”“凡在自己的土地和邻地之间筑篱笆的，不得超

过自己土地的界限。”这反映了《十二铜表法》 

A.注重保护平民利益                                   B.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 

C.注童维护私有财产                                   D.缓和了贵族与平民的矛盾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罗马《十二铜表法》的主要内容。通过题干中“果实落入邻地”则归邻居所有，以及筑篱不得

超过自己土地界限，可以看出《十二铜表法》注重对私有财产的维护。 

14.公元 331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指出只有丈夫是“谋杀者、巫师或者盗墓者”，或者妻子是“奸

妇、女巫或者老鸨”，才能离婚。12 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国法大全》中对婚姻的定义是“男女间的结合，是终身的

结合，是人法和神法的结合”。材料主要反映了  

A.罗马法对公民婚姻有严格规定                       B.罗马法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C.罗马法対婚姻自由的大力保护                       D.《国法大全》是一部宗教法典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罗马法。从题干中罗马法对离婚的严格规定可以看出罗马法对公民婚姻的严格规定。B、D与题

意无关，C项婚姻自由明显错误。 

15.有人认为英国近代确立的政治制度不应该叫“君主立宪制”，而应该谓之“立宪君主制”，这主要是因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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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主是制定法律的主体                               B.法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君主的 

C.君主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                           D.君主和法律的地位都很重要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光荣革命后，君主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君主权力由法律赋予，

受到法律严格制约，法律地位高于君主，故本题选 C。 

16.英国 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规定：增加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新兴起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的代表名

额。该法案 

A.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法案                       B.彻底摧垮了封建贵族和土地贵族 

C.使工业资产阶级扩大了参政机会                       D.使工人阶级获得了较多政治权益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英国议会革命的内容。1832年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参政权和选

举权。题干中“增加工业革命过程中大城市的代表名额”也体现了这一点，故本题选 C。 

17.麦迪逊说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侮辱„„如果是天使

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麦迪逊在此强调 

A.制约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B.政府必然触犯人的利益 

C.政府的弊端在所难免                               D.分权制衡不符合人性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内容。B 项说法过于绝对；题干中麦迪逊说政府的弊端可以通过外来的或

内在的控制加以避免，C项错误；D项说法明显错误，故本题选 A。 

18.1864 年美国通过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苦役或强迫劳役，除用以惩罚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

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之任何地方存在。”第二款规定：“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该修正案 

A.说明北方在内战中处于优势                           B.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 

C.表明三权分立的局面被打破                           D.证实美国不存在苦役或劳役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影响。A项与题意无关，C、D两项说法明显错误，故本题选 B。 

19.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就像一个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君主立宪制、君主制、共和制，循环多变，轮番实行。第三

共和国时期，以非武力的争斗成为主要形式，合法斗争成为各阶级、阶层的首选方式。法国从此稳固了民主共和制。

这主要说明 

A.政治制度的选择过程中必然充斥着暴力斗争 

B.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C.政治制度的确定与完善有时要经过各种尝试 

D.和平方式取代暴力才能推进政治制度建设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法国共和制的艰难历程。从“循环多变”、“轮番实行”、“从此稳固了民主共和制”可以得出，C 项

为正确答案。 

20.俾斯麦说：只要“给健康工人以劳动权，保证他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那些先生们(社会主义者)就会成为鸟

的空鸣。”这表明俾斯麦 

A.施政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B.将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 

C.认为加强社会保障是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 

D.认为社会主义者是影晌德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 

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能力。“劳动权”、“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皆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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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成为空鸣表明俾斯麦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二者结合可知，俾斯麦认为加强社会保障有利于巩固统治，从而使社

会主义在德国丧失影响力，故本题选 C。 

21.著名学者杨小凯说英美两国较早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如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制。”

在此作者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 

A.对权力的制约                                       B.对君主的限制 

C.强调依法行政                                       D.确立议会主权 

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民主政治的内容。“君主立宪制”体现法律对君主权力的制约、“责任内阁制”体现议会对君主

权力的制约、“两党制”体现两党之间权力的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制”体现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约，故本题

选 A。 

22.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已交战两年，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竟然提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

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问题。这主要反映了 

A.道光皇帝地理知识匮乏                               B.清朝统治集团愚昧无知 

C.地理知识决定战争成败                               D.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根源 

答案：B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鸦片战争的背景。道光皇帝对英国的盲目体现当时清朝统治集团的整体的愚昧无知。A 项说法

过于绝对；C 项说法明显错误；D 项失败的根源是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无法战胜新兴的资本主义及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D错误。 

23.南京大学崔之清教授曾经指出，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他在此

强调的是 

A.《天朝田亩制度》脱离实际，无法成为指导纲领 

B.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反清的社会运动 

C.太平天国运动的目标是创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D.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太平天国运动。“偶像”指孔子，“妖朝”指清朝，故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强调的是反对清朝统治，故

本题选 B。 

24.“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天皇每年从皇室费用中拿出 30万元补充军费，实业界领袖组织‘报国会’募捐„„

而此时清朝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 30万两建造颐和园，海军军官普遍生活奢侈，贪污受贿。”这主要反映了当时 

A.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中国                        B.日本民众效忠“天皇”的观念非常强烈 

C.社会政治风气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                     D.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政府财政拮据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材料信息归纳能力。日本天皇将皇室费用用来补充军费，清朝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社会政治

风气的明显对比，同时也是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故本题选 C。 

25.19世纪末，民间传言“或称教堂拐卖人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传言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A.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B.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相悖 

C.传教活动威胁清政府统治                            D.当时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答案：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近代史列强侵略的影响。民间对西方教堂的传言均是负面信息，由此可见处于民族危机之

下的民众对于列强的侵略的痛恨。故本题选 D。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50分。 

26.(1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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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

尊王子弟，大启九国。 

——《史记》 

材料二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

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街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穗当。以后子孙做

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 

 ——《皇明祖训》 

材料三  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 

——《元史》 

(1)针对秦朝灭亡的原因，材料一、二中汉高祖和明太祖分别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并相应采取了哪些措施？（8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你是否同意汉高祖或明太祖的做法,并说明理由。（要求: 任选汉高祖与明太祖之

一即可，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4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采取的相应措施及原因。（4分） 

答案：（1）汉高祖：认为秦朝没有分封，最终孤立无援而灭亡；实行郡国并行制。 

          明太祖：丞相位高权重，容易导致专权乱政；废丞相，权分六部。 

     （2）答案一：同意汉高祖郡国并行的做法。诸侯王拥有较大自主权，为汉初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 

                  条件。同时同姓王的存在，打击了异性诸侯王，拱卫中央，有利于维护汉初的政治稳定。 

          答案二：不同意汉高祖郡国并行的做法。诸侯国权力过大，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集权和国 

                  家统一。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给国家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答案三：同意明太祖废丞相的做法。废丞相将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权臣专 

                  政。 

          答案四：不同意明太祖废丞相的做法。废丞相，使皇权专制发展到新的阶段，将军国大事系于一人之手， 

                  但皇帝个人精力有限，很难兼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中书一省制 

     疆域广大，三省行政效率低（一省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蒙古族制度简易。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演变；材料一：汉代郡国并行制，材料二：明太祖朱元璋废  

  丞相，材料三：元朝中书一省制，答题时注意材料归纳，史论结合。 

          

 

27. (14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对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都是

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首先需要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

为法律对象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法律。 

——古罗马《法学阶梯》第一卷第二篇 

材料二  《唐律疏议•名例》在其开篇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春秋阴阳相须而成者

也。”从概念上讲，“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晚春秋阴阳”是道家的，诸多思想在国家法典中融为

一体，自西汉以降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逐渐 “臻于完善”，并成为影响整个儒家文化圈的法律原理结构(如下图示）。

中华法系强调效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有趣的是，罗马法系也多次出现“自然界”一词，这似乎提醒我

们，两者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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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系的原理及哲学》 

材料三  《十二铜表法》以习惯法为基础，有原始的同态复仇等条款，这是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说：杀

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蒙古人带有原始草原部落的传统入主中原，因此元朝法律还有，子殴

死杀父仇人，不但无罪，还能得到仇家五十两丧莽费的赔偿。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罗马法律的基本原则。（4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6分）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中西方法律的相同点。（4分） 

答案：（1）追求正义；强调对人的关注。 

     （2）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儒、法、道三家思想的融合；逐步完善；影响整个儒家文化圈。 

     （3）都强调“自然”；都有习惯法的痕迹（“同态复仇”）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罗马法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作答时注意东西方法律的横向对比。 

 

28.(2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光荣革命后，英国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把传统政治转化为民主政治。法国则是在革命和复辟的反复中、共和

与君主的交替中，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艰难地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尽管从政体形式，机构设置等方面有

所差异，但制度本质上却极具相似点，这也暗合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古老的西方谚语。 

——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  

材料二  对于参加 1787年费城制宪的美国的“国父们”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

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们敬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

美利坚的政治途径。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材料三  众议员名额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 

——美国 1787年宪法  

材料四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重返古代，也不容许我们应用调和折中的办法，前者昧于世界发展潮流，

后者不符合文化和谐之真意。唯有第三条路（全盘西化)才是我们当行或必须行的途径。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192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法两国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的异同点。（10分）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美国制定 1787年宪法的背景以及“不是十全十美”的表现。（6分） 

(3)你是否同意材料四的观点并说明理由。（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4分） 

答案：（1）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行代议制民主；法治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异：政体不同；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法国是民主共和制。过程不同：英国是和平渐进的；法国动荡曲折。 

     （2）背景：邦联制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国家陷于动荡。 

          表现：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3）答案一：不同意。 

          政治制度的确立要结合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英美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民主传统的基础上，并且 

          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如美国 1787年宪法，依然存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英国直到一战后，妇 

          女才获得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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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二：同意。 

          民国初年，中国传统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民主进程步履维艰，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推动民主进程。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了英国君主立宪制、法国共和制的艰难历程、美国民主共和制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  

      等内容，作答时联系材料及所学知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