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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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选择题 

1. 
【答案】

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国家出现的标志如城邦的产生、礼制的出现及

暴力机器的诞生等，因此根据材料

“
还有天文建筑以及各种礼器，阶级阶层分化也比较明显

”

可知当时陶寺遗址已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D
项正确；传说中的时代不能成为信史，排除

A
项；庙底沟文化奠定多元一体文明基本格局，排除

B
项；陶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

表，并非是中华文明最早的起源，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 
【答案】

D
【详解】

“
三家分晋

”
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卿大夫秉持国政，相互兼

并，导致晋室瓦解的史实。结合所学可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周的宗法

分封制趋向瓦解，王室衰微，礼崩乐坏，

D
项正确；大夫势力左右政权反映的是材料表面现

象，而非实质，排除

A
项；材料反映的是周王室衰微，而非权威加强，排除

B
项；材料反映

的是卿大夫取代诸侯，而非异姓诸侯日益坐大，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3.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秦始皇北击匈奴，南伐百越，开发边地，促进华夏

族和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

C
项正确；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莫定是在南宋时

期，排除

A
项；移民实边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创立无关，排除

B
项；秦的暴政激化了秦朝

的社会矛盾，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

“
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

官名，兴礼乐

”
可知，贾谊认为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黄老之学已

经不适合现实需要，应该调整统治思想，

C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黄老之学已经不适应统治

需要，排除

A
项；儒家思想确立为主流思想是在汉武帝时期，而非汉文帝时期，排除

B
项；

材料反映的是贾谊建议汉文帝调整统治思想，没有体现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排除

D
项。

故选

C
项。

 

5. 
【答案】

A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魏晋时期的佛教子弟也学习儒家及道家思想，说明的

是佛儒道思想出现融合趋势，

A
项正确；当时文化主流思想仍然是儒学，排除

B
项；儒学信

仰并未走向宗教化，排除

C
项；材料强调的是儒佛道三教的融合，非佛道思想强烈冲击儒学

地位，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6. 
【答案】

D
【详解】材料

“
五胡不是野蛮人

……
但不只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

的气质与气魄。

”
说明五胡促进了民族融合，

D
项正确；据材料

“
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

气质与气魄。

”
可知，材料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改变而不是地域分布，排除

A
；材料没有涉及

汉族人民南迁开发江南，排除

B
；据所学，汉族的经济文化相对先进，排除

C
。故选

D
项。

 

7. 
【答案】

B
【详解】根据表格中户数增长及人口增长的数据可以看出，隋朝初年，社会

较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开皇之治的局面，因此户数及人口数有所增长，

B
项正确；材料

没有涉及到政治方面，排除

A
项；从材料中的内容看不出税收改革的效果，排除

C
项；材料

只涉及到人口的增长，没有体现民族间的关系，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8. 
【答案】

A
【详解】材料

“
把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同地域性组织村寨有机地结合起来，

加强了对地方控制

”
体现的是猛安谋克制适应了国家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A
项



 
（二）高一历史参考答案 第 2页（共 4页）

正确；猛安谋克制是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并未效仿汉族地方管理制度，排除

B
项；猛安谋克制并未推动金朝建立封建制度及加深女真的封建化，排除

CD
项。故选

A
项。

 

9.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

“
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

”
可知，商业的

发展打破城市管理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C
项正确；材料中城市的经济功能没有削弱，排除

A
项；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排除

B
项；古代封建王朝一直实行重农

抑商政策，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0. 
【答案】

B
【详解】材料是对郑和下洋路线的描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耀兵异域，宣

扬国威，其本质上仍然是宣扬国威的朝贡贸易，

B
项正确；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

目的，并未促进海外市场的扩大，排除

A
项；郑和下西洋加重了明朝的财政负担，排除

C
项；

郑和下西洋沟通的是亚非之间的联系，没有拉丁美洲，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1. 
【答案】

C
【详解】小说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扩大紧密相连，而市民阶层的扩大源于明

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C
项正确；君主专制的强化不是白话小说兴盛的原因，排除

A
项；

西学东渐出现在明末

,
材料中的现象与其无关，排除

B
项；八段取士禁锢了知识分子思想

,
排

除

D
项。故选

C
项。

 

12. 
【答案】

C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清朝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宣传自身对传统民本

思想的继承，同明朝荒淫无道进行对比，这主要目的为了构建清朝统治的合法地位，维护自

身统治，

C
项正确；

A
项属于材料的表象，排除；材料与促进各族群文化延续的说法无关，

排除

B
项；材料与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说法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3. 
【答案】

A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经世致用思想指的是做学问应该有益于国计民

生，因此根据材料

“
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事情

‘
井牧、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

’”
可知

魏源具有经世致用思想，

A
项正确；变法图存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有关，排除

B
项；材料未涉

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排除

C
项；材料与批判

“
天朝上国

”
的观念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4. 
【答案】

A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梁启超时在《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上利用新民体

来宣传政治主张，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

A
项正确；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有关，排除

B

项；

C
项错在

“
一致认可

”
，排除；材料与推行维新措施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5. 
【答案】

C
【详解】由材料

“
许多前清官僚仍稳居原位，文化、社会与经济也貌似毫无改

变

”
可知，辛亥革命反封建不彻底，没有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势力，故

C
项正确；根据材料

“
尽

管帝制政治架构崩溃了

”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辛亥革命突破了原有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

共和制政体，排除

A
项；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资本

主义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排除

B
项；材料是对辛亥革命特点的论述，而

非对其背景的论述，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6. 
【答案】

B
【详解】材料

“
无产阶级最有革命精神的群众性的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先锋

队

”
强调的是党的阶级性和代表的广泛性，

B
项正确；材料与党的中心工作无关，排除

A
项；

材料与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无关，排除

C
项；材料未涉及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排除

D
项。故

选

B
项。

 

17. 
【答案】

B
【详解】由材料可知，中央苏区能够消灭

“
青黄不接

”
现象并实现米价下跌，

这都是粮食产量增长的结果，这说明土地革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

B
项正确；材料只能说明苏区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不能说明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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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A
项；苏区本是落后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但不能得出改变了贫

困落后面貌，排除

C
项；土地革命是在

“
八七会议

”
上确立的，而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在井

冈山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虽然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包括土地革命，但并不能仅凭农业发展来

证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性，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8. 
【答案】

A
【详解】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原则，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进一步巩

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故

A
项正确；后方依靠发展生产缓解经济困难，排除

B
项；此

时需要联合国民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排除

C
项；解放战争发生于

1946
年，

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9.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材料展示的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

“
三三制

”
原

则，主要是适应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抗击日本

侵略者，赢得民族战争的胜利，

B
项正确；

ACD
项不是抗战时期实施

“
三三制

”
政策的主要目

的，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20. 
【答案】

D
【详解】从材料中

“1944
年

”
和

“
大后方

”
可知，这时是抗日战争后期，漫画讽

刺了一个国民党士兵还不如一杆步枪重，国民政府在国难当头时，贪污腐败成风，供给被层

层盘剥，造成士兵生活艰难，营养不良，故

D
项正确；国民政府的统治陷人崩溃是全面内战

爆发后，排除

A
项；

1944
年时，国际社会已经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战时援助，这幅民间讽刺画

作并非是这个目的，排除

B
项；漫画反映的是国统区贪污腐败，而不是反映日军的掠夺，排

除

C
项。故选

D
项。

 

21. 
【答案】

B
【详解】根据所学，

1954
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不再行使人大的职能，而成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

B
项正确；

ACD
项都不是统一战线组织

形式，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22.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
美国

……
我们向中国靠拢

……”
及

所学可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劣势，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使得美

国无法把它的想法强加于人，美国对外战略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改善对华关系，利用中国

力量平衡苏联的扩张是美国实现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积极推动中美

关系走向正常化，

C
项正确；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并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美并未结

盟，排除

A
项；

1953
年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开始改变

“
一边倒

”
方针，积极

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局面，排除

B
项；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活动，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3. 
【答案】

B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及

“
三个有利于

”
的标准，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确立了衡量社会主义的新尺度，

B
项正确；

A

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

A
项；

C
项是

1984
年，排除

C
项；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理论还没有提出，不存在完善，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4.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

50
年代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忽视客观

的经济规律，急于建成社会主义，错误地发起了

“
大跃进

”
运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

“
发展是硬道理

”
的主张。进入

2l
世纪后，党中央提

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新时代

“
五位一体

”
总体布局和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

局的发展格局。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

C
项正确；

“
早期赶英超美目标实现后

”
的表述，不符合史实，排除

A
项；

“
根本改变

”
的表述，不符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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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排除

B
项；国家适应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与材料无关，排除

D
项。

故选

C
项。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  

25.
【答案】

 

（

1
）嫡长子继承制；在广大范围内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涵仍体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和观念中。

 

（

2
）井田制，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度；因素：铁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改革或变法的推

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3
）侧重

①

，表现：礼崩乐坏。看法：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主张

“
克已

复礼

”
，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使社会能够君臣有别，长幼有序。

 

侧重

②

，法家理论。影响：对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乃至秦始皇统一全国都起到

了重大作用；汉代以来，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体系中，

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的工具。

 

26.
【答案】

 

（

1
）政治：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加深。思想：实业救国思想（经世致用）

 

有利条件：列强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自然经济；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群众性反帝

爱国斗争的推动。

 

（

2
）主要依靠棉纺织业和冶铁业；产业种类丰富；涉及多个领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实业

整体比较脆弱。（任答

4
点）

 

27.
【答案】

 

 
示例：社会语境变迁下科学家媒介形象呈现规律

 

 
新闻报道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社会语境，《人民日报》科学家报道的语义网络图谱

变化表明，《人民日报》科学家的媒介形象及其语义变化，和中国科学事业所处的社会语境呈

现出高度的同步性，并受到相应时段社会基本语境的深刻影响。在

“
建国初期

”( 1949—1955) 
，

“
苏联

”
及相关词语占据核心位置，自

“
科学的春天

”( 1977—1987)
时期开始，语义网络核心词

语由

“
苏联

”
变为

“
中国

”“
国家

”
等词语交替，科学家传略则从宣传外国科学家转为介绍本土杰

出科学家，显示出，《人民日报》由宣传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转变为借鉴国际经验，强调独立自

主发展，由此也折射出中国科学建制化进程所处的社会语境变化。在对科学家品格的宣传上，

不同时期的语义网络图谱变化表明，由

“
建国初期

”( 1949—1955) “
向科学进

 
军

”( 1956—1966) 

“
科学的春天

”( 1977—1987) 
时期以热爱祖国品格为主导，拓展为此后的多元化、个性化的科

学家品格描述，反映出其媒介建构重点已从强调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怀，逐渐拓展为宣传集

体主义价值与尊重科学家个性特征并重。在关于科学家研究成果以及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报

道上，进入新时期，《人民日报》愈发关注科研成果的国际前沿价值及其社会贡献作用

; 
同时，

对科学家在国内外的学习、工作经历也有所着墨，以进一步宣传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生产者

( 
科学家

) 
自身所具备的可信任性，以及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描述的客观准确性。尤为值得

注意的是，各历史分期

( “
文革十年

”
除外

) 
都非常关注有关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报道，且随时间

推移，由单一型、结果式的描述逐步走向全面化、系统性的呈现，并对科学知识生产者、科

学知识生产方式、科学知识产物的可信任性均予以强调。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科学家的媒介形象随社会语境变迁呈现出显著的变化特征，但整体

上依然对公众理解科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在长周期上显示出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