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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名校 2021—2022 学年假期汇编试题 

高一历史参考答案（三） 
一、选择题 

1. 
【答案】

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分封制下，周天子通过对地方诸侯的分封，

确立了天下共主地位，其中材料

“
周王在巡守期间，还对四方诸侯发布告诚，同时对悖礼的诸

侯实施惩戒

”
体现的是当时周王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

D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分封制受到挑战

的说法，排除

A
项；儒家思想产生是在春秋时期，排除

B
项；西周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排除

C
项。故选

D
。

 

2. 
【答案】

D
【详解】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其思想融合了

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提出了

“
以法为本

”
法、术势三要素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后

来成为秦朝的治国思想，为巩固、强化专制帝王统治起列了重大作用，

D
项正确；孟子是儒

家思想的代表，排除

A
项；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排除

B
项；墨子是墨家思想的代表，排

除

C
项。故选

D
项。

 

3. 
【答案】

C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的，奉常、郎中令、少府、宗正等官职为皇室专设，

为皇帝私家服务，体现出家国同治、皇权至上的本质，

C
项正确；

“
三公九卿

”
分工严密，各

司其职，但与题干中奉常、郎中令、少府、宗正为皇帝私家服务的信息不符，排除

A
项；题

干材料与选才无关，排除

B
项；奉常、郎中令、少府、宗正为皇帝私家服务，体现家国同治，

与官员众多、政务繁杂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汉家刺史

“
奉六条而已

”“
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

”
，这表

明西汉时期的刺史并未干预地方事务，故

C
项正确；东汉之后刺史成为地方军政长官，故排

除

A
项；刺史制度与中央集权有关，不能说加强了君主专制，故排除

B
项；行政效率不符合

材料主旨，故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答案】

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其特征是可以调节耕土的

深浅，标志着中国传统步犁的定型，因此江南农民对曲辕犁的改造反映的是江南地区农耕经

济的快速发展，

D
项正确；材料与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无关，排除

A
项；材料与江南的自

然环境无关，排除

B
项；江南地区的经济完全超过北方是在南宋，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6. 
【答案】

B
【详解】根据

“
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

”
可知杜佑

认为要选拔出优秀的官员必须完善科举，制定礼乐等，说明他主张完善选官和礼乐以促进教

化，

B
项正确；科举制首创于隋朝，排除

A
项；杜佑是主张完善选官和礼乐，并不是进行策

试和设三省六部，排除

CD
项。故选

B
项。

 

7. 
【答案】

A
【详解】根据

“
唐诗中有大量关于歌舞、球类、龙舟、武艺、踏青、爬山等运

动的描写，并有大量描写女性运动的作品。

”
可以看邮，唐朝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A
项正确；从材料可以看出，唐朝女性地位并不低，排除

B
项；材料看不出衰败，排除

C
项；

材料不能体现统治者的政策，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8.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

“
前此无差役负担的官户、僧道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

户以及上五等的坊郭户，一律按其户等减半出钱，谓之免役钱

”
及所学知识可得，王安石变法

中征收免役钱的举措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C
项正确；材料不能体现出对海外贸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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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排除

A
项；材料不能提现王安石变法中征收免役钱的举措对地主的影响，排除

B
项；封

建人身依附关系越加松弛是免役钱征收的客观作用，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9. 
【答案】

B
【详解】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对不同的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方式，适应了南

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这一政策也是由辽国统治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所决定的，故

B
项正确；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对不同的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方式，无法体

现汉族官员获是否得了与契丹官员平等的地位，排除

A
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反映了辽朝

因俗而治的灵活统治方式，该政策也容纳了汉族的制度，排除

C
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反

映了辽朝因俗而治的灵活统治方式，不是民族歧视，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0. 
【答案】

B
【详解】材料

“
榜下捉婿

”“
看重对方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发展

”“
取土不问家世，

婚姻不问阀阅

”
体现的是宋朝时期门第观念的淡化，这主要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科举制的

影响有关，

B
项正确；

A
项与材料无关，排除；

C
项说法不符合史实，与材料无关，排除；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1. 
【答案】

B
【详解】材料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而且军队都督由皇

帝亲自任命，调兵必须经皇帝批准，这说明了明朝统治者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君主权力得到

强化，

B
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皇帝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是针对地方，排除

A
项；材料反

映的是皇帝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无法体现明朝边患严重，排除

C
项；材料强调的是军事权力

集中到皇帝手中，而不是军权的分化制衡，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 
【答案】

A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从汉朝到清朝中央政府相继通过战争及设置机构等方

式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A
项正确；战争仅是材

料的一方面，并非是主要方式，排除

B
项；材料未涉及对外交往，排除

C
项；新中国成立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3.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

“
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

遵以为路也。

”
及所学知识可得，材料强调不用法治理天下，而是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

B
项

正确；材料没有具体展现法治的危害性，排除

A
项；材料没有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不符合

题意，排除

C
项；材料强调的不是倡导君主私天下观念，而是儒家伦理刚唱的重要性，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4. 
【答案】

B
【详解】题干所示为鸦片战争前琦善给英国驻华总监义律的照会，其中用词

“
恭

顺

”“
恩旨准行

”
，表明当时清政府官员在中外关系中仍然秉持传统的夷夏观，

B
项正确；题干

并不能反映琦善积极寻求摆脱危机的方法，他也没有理性分析中西方的优劣，排除

A
、

C
两

项；

D
项和题干主旨不符，排除。故选

B
项。

 

15. 
【答案】

D
【详解】根据材料

“
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

”
、

“
接续

择才派赴英法就学，俾人才蒸蒸日盛

”
及所学知识可得，向西方学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D
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出遏制了西方国家的侵略，不符合题意，排除

A
项；材料没有强调

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和深度，不符合题意，排除

B
项；材料没有体现出这是引领了社会转型的

方向，采取的措施仍然维护封建统治，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 

16.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可以得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从思想理

论层面以及孔子改制的角度宣扬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反对变法的观念，

B
项

正确；这两部著作并没有涉及到官制的改革，排除

A
项；维新变法的序幕是公车上书，排除

C
项；两部著作总的目标是宣传变法的合理性，为变法减少阻力，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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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答案】

A
【详解】根据

“
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

”“
汉、蒙

……
自宜结合

团体，共谋幸福。

”
可以得出，孙中山主张各民族间是平等的，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共同

体的意识，

A
项正确；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与团结，而不是分裂，排除

B
项；民国成立后还

没有国民大革命，排除

C
项；孙中山没有主张与列强共享，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8. 
【答案】

C
【详解】材料反映了华成烟草公司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提倡国货运动推动下快

速发展，呈现打倒英美、抗衡南洋的趋势，这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成

效明显，

C
项正确；国际局势不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材料没有涉及国际

局势情况，排除

A
项；材料反映的是华成烟草公司的发展情况，没有涉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

顺差情况，排除

B
项；近代中国轻工业深受外国帝国主义影响，没有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排

除

D
项。故选

C
项。

 

19. 
【答案】

D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农民运动经历了多次会议的讨论才得到重视，在中

共三大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中共初步形成了农民革命动员思想，

故

D
项正确；材料中未涉及农村土地革命问题，排除

A
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与题干没有直接联系，排除

B
项；农村是中国革命的重心与题干无关，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0. 
【答案】

D
【详解】根据所学，

1936
年国民政府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民族

工业的发展。表格中的数据正是民族工业发

 
展的证明，

D
项正确；列强资本输出不利于民族

工业发展，排除

A
项；

B
项是一战期间，排除

B
项；

C
项不是主要原因，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1. 
【答案】

D
【详解】材料列举了部分抗战小说的故事梗概，其中都描写了农民民族意识

的觉醒，这有力的推动了抗日武装斗争，故

D
项正确；题干三部文学著作均是以农民为题材

的抗战小说，但不能得出

“
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盛行

”
这一结论，排除

A
项；抗战时期社会主

要矛盾已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材料内容体现不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排除

B

项；虽然材料都描述了农民逐步投身民族抗战的内容，但不能说明农民阶级成为了抗战主力，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2. 
【答案】

C
【详解】

1948
年国民政府为了支付巨额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

货币严重贬值，

C
项正确；货币流通量不是缺乏，而是充足，排除

A
项；

B
项从属于

C
项，

排除；

D
项中

“
崩溃

”
不符合史实，排除。故选

C
项。

 

23.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中

“
从

1949
年至

1952
年，东北工业发展整体处于上升状态，

国家对东北工业的投资比重不断提高。然而，国家对辽宁的工业投资比重，

1950
年为

39.6%
，

1951
年为

22.7%
。

”
可知，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国家的工业对东北的投资比重不断提高，但对

辽宁的工业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的比重呈现下滑趋势，结合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以及东北的

地理环境，可知这一时期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的发生深刻变化，

B
项正确；工农业生

产布局的调整不能说明国家对辽宁的投资比重下降，

A
项排除；

“
经济恢复任务尚未完成

”
与

本题主旨不符，

C
项排除；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与辽宁的工业投资比下降无关，

D
项排除。故选

B
项。

 

24. 
【答案】

A
【详解】根据材料

“
为当今世界众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采纳

”“
成为凝聚起世

界人民的广泛共识

”
，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提出了

“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
人类命运

共同体

”
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推动了世界各国外交的发展，

A
项正确；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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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国恢复了联大席位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打破了我国的外交僵局，排除

B
项；

“
人类

命运共同体

”“
东盟共识

”
是一种外交理念，而不是区域合作组织，排除

C
项；人类命运共同体

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而不一定专指西方国家，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  

25.
【答案】

 

（

1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遵循历史研究规范的科学精神；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上下呼应的工作机制；对待党

史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

 

（

2
）系统征集整理出版了党史资料；编写了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党史资料。

 

为厘清党史中的问题和党史研究著述提供了论证依据；使党的历史梳理与述说更加科学

严谨、丰富多彩，更具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

 

（

3
）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之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提出党的

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达到最终消灭阶级，实现

共产主义；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选举出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

为书记。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

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荣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

 

26.
【答案】

 

（

1
）

①

西周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别称，汉代明堂是独立建筑。西周明堂呈长方形，汉代呈

“
亞

”

形。

②

汉代尊崇儒术。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并加以改造，形

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因此，汉代在根据儒家经典复原明堂时，融合了阴阳五行思想。汉

代明堂的建筑布局也体现了董仲舒的

“
天人感应

”
学说。

 

（

2
）

5①
世纪时，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为缓和社会矛盾，学习汉族文化，借鉴汉族政权统治

经验。

②

明堂是体现国家礼仪的核心建筑，故北魏以修建明堂的方式彰显政权的合法性，

以巩固统治。

 

27.
【答案】

 

 
示例：宋朝经济重心南移对南方开发的影响。

 

  
自唐朝中叶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过北方。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也已定型。

两宋交替之际，大批中原人口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南方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伴随着北方的

劳动力和先进技术的传入，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开发，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稻麦复种

制得到推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一倍。同时加大了精耕细作的力度，亩产进一步提高。同时

由于平原地区的生产条件相对优越，导致江南部分地区平均人口密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详解】本题为开放性试题，答案言之成理即可。材料主要是对宋朝时期南方经济开发的描

述，因此结合相关知识可拟定论点为宋朝经济重心南移对南方开发的影响。关于阐释可从经

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原因及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等角度进行分析即可，最后进行归纳总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