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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高一年级阶段性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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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下方答题栏内。 

 

1.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距今 4300-4000年，在这里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墓葬有大、中、小型，随

葬品多寡不等，有大型石磐以及玉、石制作的礼器，也有的墓一无所有。这反映了当时 

A.阶级阶层分化较为明显 

B.礼制文化形成并趋成熟 

C.早期国家形态成熟完备 

D.中华文明已经世界领先 

【答案】A 

【解析】本题以黄山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发现的墓地为切入点，考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发掘成果来看陶

寺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少数贵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故 A正确。 

【考点】早期国家的形成，阶层分化 

 

2.《吕氏春秋》记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

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日：‘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

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这一史料所反映的政治制度是 

A.宗法制 

B.分封制 

C.禅让制 

D.世袭制 

【答案】B 

【解析】本题节选《吕氏春秋·览部》当中桐叶封弟的典故考查分封制的相关内容。根据周公，唐叔虞等关键词可

以定位到周朝，结合所学知识得出西周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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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西周分封制 

 

3.导致下图社会状况出现的根源是 

 
A.礼乐制度的瓦解 

B.民族关系的发展 

C.铁犁牛耕的使用 

D.诸侯纷争的加剧 

【答案】C 

【解析】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合所学可知，战国时期，铁犁牛

耕进一步推广，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井田制逐步瓦解，农业生产水

平进一步提高。但这也同时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土地买卖与兼并的现象出现并日益扩大，导致了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的现象。因此这一切的根源是铁犁牛耕的推广。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考点】本题考查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4.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老子强调小国寡

民；墨子提出“兼爱”“非攻”的理想；韩非向往中央集权。这些思想主张的本质是 

A.对自身命运的感叹 

B.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C.对其他学派的批驳 

D.对理想社会的构建 

【答案】D 

【解析】孔子的主张体现出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孔子的民本思想；墨子主张体现

出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孟子的主张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

夺他们，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因此三人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故正确答案为 D项。 

【考点】百家争鸣为本题主要考查点。 

 

5.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一现象出现的客观原因是 

A.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安定统一 

B.商鞅变法效果显著，实现国富兵强 

C.秦王嬴政雄才大略，网罗天下英才 

D.秦国战略策略得当，采取远交近攻 

【答案】A 

【解析】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的时期，春秋争霸与战国七雄的战争一直没有停

止，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建立一个安定统一的国家，民心和统一历史潮流。故正确答案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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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春秋战国历史趋势。 

 

6.《汉书•刑法志》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指

刑徒）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这表明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 

A.皇帝的昏庸 

B.沉重的徭役 

C.频繁的征战 

D.严苛的刑罚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得出，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狼吞虎咽般地兼并了山东六国，于是毁坏先王的礼仪法度，灭掉先王

设置的礼仪之官，一切依照刑罚办事，亲自批阅奏章，白天审理司法案件，晚上审理卷宗，自己给自己规定，一天

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由此而奸伪邪僻丛生，罪犯充塞了道路，监狱布满了天下，百姓愁苦怨恨，溃散而叛乱，

导致其二世而亡。故正确选项是 D。 

【考点】考秦的暴政，秦朝灭亡的原因 

 

7.《汉书》中记载，（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

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这一举措 

A.消灭了王国势力 

B.加强了中央集权 

C.打击了豪强地主 

D.避免了诸侯纷争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汉代的政治制度。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除嫡长子继承土地外其他子弟也可以得到一块封地

称为列侯，列侯归中央管辖可以达到削弱诸侯势力的效果，加强中央集权。故正确选项选 B。 

【考点】汉代推恩令。 

 

8.东汉初年，刘秀加强皇权，增强尚书台作用，控制外戚干政，裁并郡县，整顿吏治，清查户口，释放奴婢，重视

儒学，社会经济在稳定的政局下重新发展起来。这段历史史称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开元盛世 

D.大定之治 

【答案】B 

【解析】考查东汉时期的相关知识。根据所学知识可以得出，东汉光武帝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创了光武中兴。故

正确答案选择 B。 

【考点】东汉时期的政治。 

 

9.《九章算术》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主要解决土地的丈量与赋税计算、粮食加工与兑换比率、徭

役均输的征发摊派、沟洫开挖和土方工程的修筑、纺织与制造业的生产、商品流通与关税等问题。这表明《九章算

术》 

A.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B.是世界上最早的应用数学 

C.是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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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标志着古代数学体系成熟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九章算术的内容大多同实际生产生活相关，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方

方面面。故主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故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A。 

【考点】中国古代学术专著 

 

10.右图为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发现的竹林七贤砖画，他们放荡不羁，蔑视名教礼法，做出种种“伤风败俗”、惊世

骇俗的举动。这说明魏晋时期 

 

A.道德水准日益沦丧 

B.儒学地位受到冲击 

C.社会秩序混乱无章 

D.士人选择趋于一致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和图片结合所学知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受割据和战争的影响，这一时期中

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突出表现是玄学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受到冲

击。图片当中竹林七贤一反传统纲常名教得出儒学地位受到冲击。故正确选项选择 B。 

【考点】魏晋时期文化的发展 

 

11.北魏孝文帝时期，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一同”汉族的卢、崔、郑、王四姓，彼此联

姻，将胡汉贵族集结为一个统治整体。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在于 

A.完成了鲜卑汉化 

B.推动了民族交融 

C.消除了民族差异 

D.实现了民族平等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我们可以得出，北魏孝文帝时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进行了改革，史称北魏孝文帝

改革。其内容包括，文字，婚姻，和服饰等，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等。材料

中胡汉联姻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故正确答案应选择 B 

【考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12.司马迁笔下的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火耕水耨、无积聚而多贫”。而《宋书》记载：“（东晋建立后）百许年中……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之年），则数郡忘饥。”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北民南迁带去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 

B.江南地区具有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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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D.南方社会环境较北方而言相对稳定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魏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根据材料我们得出汉代的时候江南地区开发程度较低，生产生活落后，

东晋以后江南地区得到深入开发，结合所学知识我们知道西晋末年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和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故正确答案选择 A。 

【考点】经济重心南移 

 

13.皮日休在《汴河铭》中所云：“隋之疏淇、沐……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文中“其”

是指 

A.含嘉仓 

B.都护府 

C.洛阳城 

D.大运河 

【答案】D 

【解析】考查隋朝时期修建的京杭大运河。根据材料当中的隋可以定位朝代，结合所学隋朝时修建大运河，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经济往来功在千秋，故唐朝人民深受

其利。正确答案选择 D。 

【考点】隋朝大运河 

 

14.杜甫诗歌因为“善陈时事”，被历代学者视为“诗史”。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杜甫写下《春望》：“国破山

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在溅泪，恨别鸟惊心。”其中“国破”的原因是 

A.七国之乱 

B.八王之乱 

C.安史之乱 

D.靖康之变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抓住关键词杜甫，结合所学知识得出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转折点是安史之乱。

故正确答案选择 C。 

【考点】唐朝安史之乱 

 

15.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本质含义是每一个修习儒家经典的士人都是官僚集团的一员。从这一角度而言，科举

制 

A.扩大了统治基础 

B.推动了儒学发展 

C.提高了行政效率 

D.加强了中央集权 

【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以得出，科举制的设立目的是解决官僚集团人才补充的需要，从作者角度来看每一个学习

儒家经典的士子都是官僚集团当中的一员，说明科举制使得各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入仕途，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故正

确选项应选择 A。 

【考点】科举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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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

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政事堂议决。这种变化 

A.加强了中央集权 

B.避免了权臣乱政 

C.减少了决策失误 

D.提高了行政效率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汉唐政府机构，汉代政府机构行政决定权掌握在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到了唐代权力被分割成不同

的机构负责，三省长官均是丞相，不能一人独揽行政大权，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故正确答案选择 A。 

【考点】唐代三省六部 

 

17.唐人陆贽评价两税法：“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

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今过于二。”这表明两税法在实行过程中 

A.扩大了征税范围 

B.促进了商品流通 

C.加重了百姓负担 

D.改变了税收标准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得出唐代征收赋税时，实行权宜折变之法。材料中纳税时出现商业和农业负担不均

的现象，纳税的时候规定需交铜钱，货币需求增加但供应量没有增加，两税法实行使得物价，也就是材料中绢的价

格下跌，需要用更多的物换钱故导致农民负担加重。 

【考点】唐代的两税法 

 

18.宋代的官职分官、职、差遣。“官”用于寄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仅用于确定待遇；“职”是虚衔，如大

学士、学士等，来表示高级文官的清贵地位；“差遣”是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这种“官”“职”“差遣”分离的

做法 

A.提高了行政效率 

B.加强了专制皇权 

C.便利了官员升迁 

D.节省了政府开支 

【答案】B 

【解析】本题从宋代的官职分离考查宋代政治制度。根据所学知识宋代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列加

强中央和皇权集权的措施，为了分割权力加强皇权，设置众多机构和官职相互制约，故这种“官”、“职”、“差遣”

的做法有利于加强皇权，降低行政效率。故正确选项选择 B。 

【考点】宋代专制主义的加强 

 

19.下表所示是不同人对王安石的评价，据此得出的认识，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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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人物的评价受特定的历史时代影响 

B.同时代人因有直观感受，评价更为准确 

C.后人因掌握丰富资料，评价更为全面 

D.当代人因学术研究需要，评价更为客观 

【答案】A 

【解析】题目当中不同时期的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不同，宋、清时期的评价和带当学者的评价均受时代影响，材料中

并未体现当代学者更加客观和全面，故正确答案选择 A。 

【考点】评价历史人物 

 

20.北宋诗人苏轼在《石炭并引》中记载：“彭城旧无石炭（煤），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取于州之西南白土

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

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这可以用来佐证北宋 

A.煤炭生产规模宏大 

B.官府垄断手工生产 

C.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D.用煤冶铁技术先进 

【答案】D 

【解析】彭城旧无石炭（煤）“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可以得出宋代用煤炼铁技术先进同时不能看出煤炭生产

规模大，“南山栗林渐可息”是指部分炼铁可以用木材来代替并未提到环境恶化的问题排除，D选项是正确的. 

【考点】宋代冶铁业的发展 

 

21.学者黄震云认为，与汉代相比，辽在北方进行了全面开发建设，不再用战争这唯一的解决争端的手段，人民安

居乐业，像回纥、突厥等一些人群流人西亚的情形就没有再发生；同时，打通南北，逐步实现南北平衡发展。据此

可知辽代时期 

A.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B.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C.南北经济实现均衡 

D.民族分歧逐渐消除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辽的相关知识，根据材料得出北宋时期的辽社会安定，不再只用战争解决争端，说明辽朝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材料未体现人民生活富足，选项 C、D说法太过于绝对故排除，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A。 

【考点】北宋时期辽朝的发展 

 

22.唐人结婚讲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宋人则主张“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即“取士不

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种变化表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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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婚姻摆脱家族影响 

B.门第观念逐步淡化 

C.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D.平民政治得到发展 

【答案】B 

【解析】考查门阀士族的衰落，根据所学知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盛行，一直影响到唐朝，大姓和门第是为官

以及联姻的主要标准，唐代有所减弱到了，唐末至宋代世家门阀落没，不再成为标准，故选择 B。 

【考点】门阀政治的发展 

 

23.右图为宣化辽墓葬中发现的壁画《备茶图》，尽管辽地并不产茶，但壁画中描绘的茶具与烹茶程序，皆体现出唐

宋茶法在南北各地的影响。这一发现最能证明宋辽时期 

 

A.农业生产的发展 

B.海外贸易的兴盛 

C.民族矛盾的缓和 

D.民族文化的交融 

【答案】D 

【解析】根据题目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从并不产茶的辽代墓葬中发现唐宋茶法，可以体现出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交融，

故选择 D项。未提及农业发展且以偏概全，A选项排除，海外贸易未涉及故排除 B项；民族矛盾未体现。 

【考点】民族交融 

 

24.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另据《宋季忠义录》

记载，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英雄就有 500多人。上述现象的出现说明 

A.宋君善于笼络人心 

B.元朝统治暴虐腐朽 

C.理学影响不断扩大 

D.儒家思想走向僵化 

【答案】C 

【解析】考查南宋相关知识，根据材料我们得出南宋时期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

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此时理学为主流价值观，体现对于个人品德和伦理观的影响，

故正确选项选择 C。未提及元朝统治以及儒学僵化，材料体现的是理学对人的影响。 

【考点】宋明理学 

 

25.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来确定，即所谓“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

行省区划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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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阻碍了经济发展 

B.造成了地方割据 

C.加强了中央集权 

D.导致了地域隔阂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地区行政规划以自然和历史传统为界限到人为划分，实际有利于政府对各地区的管辖即使是偏远

地势险恶之地也可有效管理，故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他三项说法均相反，有利于各地联系和发展，故正确选项

应该选择 C。 

【考点】中央集权的强化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50分。 

26.（20 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国思想。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 

——孔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莫身正而天下归之。 

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荀子 

材料二 “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为西汉统治者所采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经历了秦朝暴政和秦末农民起义，劳动

力锐减，大都城的人口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普通百姓手中没有余钱，也无余粮向国家缴纳赋税，社会上普遍流行

着反战的情绪。西汉初期主持朝政的几位丞相也都是黄老学派的拥护者，譬如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相时就用此法治

理齐国，结果齐国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秩序良好。 

——李哲《道家思想与两汉政治》 

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汉初实行分封制的结果，到文、景以及武帝时期，

中央集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宗族地主连同富商大贾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质是坚持

中央集权的地域化地主封建制和坚持带有奴隶制残余的血缘宗亲分封制之间的矛盾。此外，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作为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已有所发展。此时与北方匈奴的民族矛盾也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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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从“黄老刑名之学”到“独尊儒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儒家学者的治国思想。（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治国思想的变化，并分别分析这两种思想形成的原因。（10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治国思想与所处时代的关系。（2分） 

【答案】 

（1）实行德政：礼法并用，以礼为主：以民为本，民贵君轻：选贤任能，重视人才；律己修身，注重自省。（8 分，

任答 4 点即可） 

（2）变化：由西汉初年黄老思想到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2 分） 

原因：西汉初年：战争破坏，经济残破：人民渴望安定；统治者的支持：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发展。（4 分，任答 2

点即可） 

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突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巩固大一统的需求。（4 分，任答 2 点即可） 

（3）一定的治国思想是所处时代的反映，符合时代需求的治国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2 分，符合设问要求言之

有理即可） 

【解析】 

（1）这一问可从材料一中提炼总结，并且与课本联系较为紧密，可从孔子，老子，孟子不同的治国观作答。 

（2）第二问变化可直接总结文中汉初期与汉武帝时期不同的治国理念即可，原因可从材料中得出，如汉初的原因，

可从“秦朝暴政和秦末农民起义，劳动力锐减，大都城的人口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普通百姓手中没有余钱，也无

余粮向国家缴纳赋税，社会上普遍流行着反战的情绪”得出战争，经济和人民的态度等原因，其余结合所学知识作

答。 

（3）考察历史基础常识，重大变革等都是时代的反应。 

【考点】儒家思想和汉朝的治国思想 

 

27.（18 分）中国素有“衣冠古国”“礼仪之邦”之称。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唐代服饰，尤其是唐代女性的服饰

更是我国服饰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女皇武则天的主政极大的促进了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自我表现意识增强。唐代前期妇女发明了一种“间

色裙”，多种色彩相间，对比强烈，往往以红绿、红黄、红蓝为搭 配，看起来活泼大方。 

——摘编自沐牧《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格研究》 

材料三  唐代流行的服饰图案精美繁复，造型多变。其中最为著名的图样有唐卷草、宝相花、联珠团窠纹等。唐卷

草经过古希腊的改良后随着佛教东入，宝相花造型是受到佛教的莲花的启迪而成，联珠团窠纹深受西域波斯文化的

影响。……唐代儒学地位日渐衰微，封建礼教日益松弛，对女性的束縛大大减轻，再加之受西域文化的冲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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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中出现了 U型领、桃心领和翻领，较之传统的圆领更能拉长女性的颈部线条，衬托出女性的温润可爱。 

——摘编自《民族融合视野下的唐代女性服饰变化》 

材料四  唐代发明了纬线提花织锦技术，发展了齐针、俄针等平绣的技法，夹撷、蜡染、绞撤、凸版印花、彩色套

版印花等染色技术也较为流行。 

——摘编自刘文娜《唐代妇女服饰研究》  

材料五  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英）威尔斯《世界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唐代女性服饰的特点。（6分）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形成唐代女性服饰特点的原因。（8分）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唐朝为例说明服饰文化与时代的关系。（4分） 

【答案】 

（1）女着男装：胡服盛行：东西合璧（兼采中西）：色彩艳丽：开放活泼：风格多样。（6分，任答 3点即可） 

（2）社会环境宽松：女权意识兴起：思想文化多元（儒佛道三教并行）：民族交融发展：中外交流频繁：纺织印染

技术改进。（8分，任答 4点即可） 

（3）服饰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唐代女性服饰反映了盛世繁华、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4分） 

【解析】 

（1）看图题，可从图一中得出女着男装特点，图二得出胡服盛行，同理图三图四可看出东西合璧（兼采中西）：色

彩艳丽等特点。开放活泼和风格多样可综合对比得出。 

（2）可根据材料从社会背景，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纺织技术等方面作答，材料二可得出女权色彩浓厚，材料三

可得出三教影响以及外来国家文化的影响，材料四可看出纺织技术的进步。 

（3）历史文化常识，时代发展影响社会方方面面。 

【考点】唐代文化发展对生活的影响 

 

28.（12 分）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提到五位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点赞之余直

抒惋叹。此外，历代文人墨客也对他们的文治武功给予了较高评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汉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

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汉书》 

材料三  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民，比迹汤、

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材料四  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 

——王夫之《船山全书》 

材料五  帝（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绩甚重，惜乎当时史官不备，

或多失于纪载云。 

——宋濂等《元史》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对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贡献的角度，选出两位你认为功绩最大的帝王，并分

别说明理由。（12分） 

【答案】 

评分建议：本题共 12 分，任选两位帝王，每个 6 分，每人的理由要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任意

三个方面的贡献，史实具体准确：只选出帝王但未说明理由的不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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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秦始皇：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征服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皇帝制度、三公九卿、

郡县制）：统一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驰道，颁法律，编制户籍：整顿社会风俗：修筑万里长城，拱卫边

疆；迁徙六国贵族豪强到关中巴蜀等地。 

汉武帝：确立中外朝制度，削弱丞相权力，加强皇权：颁布“推恩令”，成功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设刺史进行巡

视监察：任用酷吏治理地方，打击不法行为：确立察举制：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官营：推行均

输平准，增加收入，平抑物价：抑制工商业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拓疆域，打击匈奴，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治理。 

唐太宗：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开创“贞观之治”：明确三省长官权力，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给品级较低官员以宰

相名号，扩大任用宰相范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交融。 

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长时间的稳定统治：设“四监司”监控各州：增设通判，制约知州：整顿禁

军，统调分离：祟文抑武，削夺藩镇权力，防止武人乱国：提倡文治，发展科举制，提高文官和士人地位。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征服部分并立政权，为元的建立和统一奠定基础 

【解析】首先任选两人，其次务必写出其功绩以及影响。 

【考点】古代著名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