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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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单选题

 

1. 
【答案】

D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原始人群指的是旧石器的早期和中期，元谋人、北京人是

代表；母系氏族公社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达到繁荣，仰韶文化、河姆渡文

化是代表；父系氏族公社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是代表。

由此可知，处于其中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是龙山文化，故

D
正确；

 

2
．【答案】

D 

【详解】

“
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抱殷宋于肘腋间

”
显示西周通过同姓诸侯加强对

“
殷宋

”
的控制，稳固了西周统治秩序，

D
正确；分封制的背景下，周天子尚未实现权力的高

度集中，排除

A
；

B
与材料无关，排除；

C
是宗法制的意义，排除。故选

D
。

 

3.
【答案】

C 

【详解】先秦儒家认为人们对货币财富的追求不能超越

“
义

”
的范围，认为君子是可以爱财

的，但要先

“
义

”
然后取

“
利

”
，所以主张重义轻利，排除

A
。墨子关心的是劳动人民的生产和

生活状况，提出

“
兼相爱，交相利

”
的口号，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的，在墨子的眼中，义与利是

可以兼得的，主张义利并重，故选

C
。道家认为人应清静无欲，顺乎自然的天道，而货币的

出现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道家主张义利双弃，排除

D
。先秦法家主张一断以法。在法家

的观点里，道德不能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一切要以法律规定来处理义利关系

,
排除

B
。

 

4
．【答案】

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国家对

社会控制能力较强，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因此战国后期秦国出现了一大

批的水利工程，

D
选项符合题意。商鞅变法时期确立土地私有制，公田制度遭到破坏，

A
选

项说法错误。铁制生产工具的普及并非只在秦国一地，

B
选项排除。秦国的交通运输与其他

地区相比并没有多大优势，

C
选项排除。

 

5
．【答案】

B 

【详解】汉朝司法审判中落实

“
以孝治天下

”
的理念，严惩不赡养老人者、对父母等长辈不

敬孝者、杀戮或伤害父母长辈者等做法，主要反映了汉代司法审判渗透儒家伦理，

B
项正确；

材料不能说明汉代司法审判强化了

“
君主专制

”
，

A
项错误；汉代司法审判充满人文色彩与材

料主旨不符，

C
项错误；材料不能说明汉代司法审判维护的是

“
民众

”
利益，

D
项错误。

 

6
．【答案】

B 

【详解】根据

“
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
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
可知该选官制度重视品德，符合

察举制的选官标准，故选

B
；

A
、

C
、

D
不符合题意，排除。

 

7
．【答案】

B 

【详解】东汉中期班固撰写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排除

A
项；《神

农本草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排除

C
项；《九章算术》在代数和几何学上贡献

突出，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不是顶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8
．【答案】

B 

【详解】家谱雏形在殷商时期就存在，直到隋唐以前，家谱编修就已经相当发达，而家

谱和宗法观念相关，由此说明宗法观念长期存在，

B
正确；家谱和分封制无关，排除

A
；家

谱雏形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尚处于奴隶社会，因此并不能表明封建家长制盛行，排

除

C
；题干主旨强调的是家谱文化历史悠久，而非家谱文化的内容，排除

D
。

 

9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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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破坏，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再加上货币更换频繁，从而造成物物交换成为交易的主要手段，

C

项正确；

A
项，抑制商业政策并非以物易物出现的主要原因，排除；

B
项，北方少数民族内

迁导致了政局动荡与朝代更替，并非导致以物易物现象的主要原因，排除；

D
项，魏晋时期

经济重心尚未南移，排除。

 

10
．【答案】

A 

【详解】唐玄宗时翰林院开始逐步取代中书省的职权，唐宪宗时翰林学士的权力逐渐扩

大，中枢机构的改革反映的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目的是加强皇权，故选

A
；中央集权反映

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排除

B
；

C
不是根本目的，排除；

D
与材料信息无关，排除。

 

11
．【答案】

C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国古代寺庙占用土地，大兴土木。在封建社会，以农业

为主要经济，佛门一直处在一种不纳税、不服兵役，不服徭役的状态，因此导致佛教与世俗

政权严重对立，

C
项正确；

A
项不属于主要原因，排除；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很少利用佛教，

这与佛教的教义是不符合的，排除

B
项；

D
项说法与材料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2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北宋初期设通判是为了制约知府、知州，之后各路所设的转运

使、提点刑狱等有财政、司法权，且可监察地方官员，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分化地方事权，使

官员相互牵制，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B
项正确；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和改变地方割据并非是主

要目的，排除

AD
项；在地方分化事权的行为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排除

C
项。故选

B
项。

 

13
．【答案】

C 

【分析】根据

"
宋代船舶通行于南洋和

‘‘
西洋

’
（今印度洋）

”
、

“
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出发

东来时，需在锡兰湾（今斯里兰卡）改换成宋舶

”
，结合所学知识，宋朝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上，

材料表明我国造船及航海技术先进，

C
正确；

AB
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D
与材料信息无关，

排除。

 

14
．【答案】

B 

【详解】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是到江浙一带，不是湖广地区，故

A
项错误；汉唐都城

是长安，属于关中地区，北宋都城在汴京，材料反映了交通从关中一带（西边）转移到汴京

一带（东边），政治影响交通通道地位，故

B
项正确；材料没有提到京杭大运河，故

C
错误；

材料没有提到商业发展，而是紧紧围绕都城的变迁，从而影响商业发展，故

D
项错误。

 

15
．【答案】

D 

【详解】朱熹的著述中，童蒙读物占很大比重，《小学》《四书集注》等一直被元明清

统治者作为正统教材，这反映出理学的普及化和世俗化，

D
项正确；朱熹的思想不属于心学，

排除

A
项；材料没有宋代官方的信息，排除

B
项；先秦宗法制度得以重建不符合史实和题意，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6
．【答案】

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丘处机作为道教分支全真教领袖之一，他多次被金世宗和

成吉思汗召见，其积极进言得到金世宗和成吉思汗的肯定和认可，这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民

族交融程度已深度发展到宗教文化领域，故

B
项正确；成吉思汗在位时，元政权尚未建立，

排除

ACD
三项。故选

B
项。

 

17
．【答案】

C 

【详解】依据材料信息

“
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

不能调动军队

”
可以看出，元代行省的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

C
项正确；材料不能反映地

方长官有较大独立性，排除

A
项；

B
项材料没有反映，排除

B
项；材料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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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答案】

D 

【详解】由材料信息可知，元代杂剧中宋江的唱词体现的是草莽侠义精神，而明代水浒

戏则追求的是为国尽忠。这说明明代社会传统伦理更趋强化，故

D
正确；元杂剧标志着戏曲

艺术发展成熟，故

A
错误；这体现不出张扬个性，故

B
错误；材料不能说明明朝阶级矛盾缓

和，故

C
项错误。

 

19
．【答案】

C 

【详解】材料

“
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

名耳

”
体现的明朝内阁虽无相名却有其实，

C
项正确；内阁不是中央一级的法定机构，排除

B

项；材料与强化君主专制无关，排除

A
项；材料不能体现内阁对皇权的显著制约，排除

D

项。

 

20
．【答案】

B 

【详解】由

“
积累了巨额财富，用于购田置地

”
可以看出黄崇德农本思想依然严重，

B
正

确；农产品实现了商品化不是材料主旨，

A
错误；

C
项中的

“
放弃

”
是对

“
政府许可

”
的曲解，

故

C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涉及商人的地位，

D
错误。

 

21.
【答案】

D 

【详解】

“
不须外面添一分

”
说明心学对于理学家

“
格物致知

”
的求理方式不认同；依据

“
发

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
可知王阳明认同三纲五常思想；

依据材料

“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
可知王阳明主张通过内心反省来到达理。

①①①

符合题意；心学属于理学的分支，在事物的本源论上一致，

④

不符合题意。排除

A
、

B
和

C
。故选

D
。

 

22
．【答案】

D 

【详解】材料

“
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
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
派遣驻藏大臣

”
是对

清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措施的描述，

D
正确；

ABC
与材料无关，排除。故选

D
。

 

23
．【答案】

D 

【详解】从材料中

“
金三阳字号

”
、

“
射利假冒

”
等语句可以判断出，商户对自己品牌的维

护，而政府的立碑也体现出为这种维权行为的认可和对假冒伪劣现象的打击。故而选

D
；材

料中不能说明当时社会动荡，排除

B
；改变的说法错误，排除

C
；材料中所涉及的并不是传

统观念的变化，排除

A
。

 

24
．【答案】

B 

【详解】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营建城市建筑时，提前对城市地图进行绘制，有利于城市

的合理布局，故选

B
项；测绘制图不能加剧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排除

A
项；

C
项与史实不符；

D
项夸大了其作用。

 

25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民众主动解除与外国人之间

的雇佣关系，并自发起来袭击侵略军等行为，恩格斯指出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

战争，

B
项正确；民众自发起来抵抗侵略的行动并没有改变签订不平等条约，损害国家主权

的结局，即没能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A
项错误；题干反映了民众抵抗侵略的自发性，与战术

的单一性无关，

C
项错误；由于阶级的对立，民众自发抵抗侵略的这一行为最终不会得到政

府的强有力支持，并且不符合史实，

D
项错误。

 

26
．【答案】

B 

【详解】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早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因为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诞生在外

资企业里，是由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设厂的结果。

 

27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

“19
世纪

60
年代起

”“
鼓励民众前往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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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884
年设立新疆行省、

1885
年设立台湾行省

”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19
世纪

60
年代以

来，为了加强同内地的联系，巩固国防，应对边疆危机，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民众到边疆地区

垦荒、设立行省等措施，故

B
项正确；

ACD
项并不是材料中措施的主要目的，排除。

 

28
．【答案】

B 

【详解】根据

“
招商局开其端

……
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

”
结合所学可知，洋务运动

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客观上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因此出现办厂风气大开的局面，

故

B
正确；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方列强经济侵略，

A
错误；轮船招商局是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首先创办军事工业，为辅助军事工业，洋务运动创办民用工业，

C
先后颠倒，排除；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放宽了实业限制，

D
时间不符合题意，排除。

 

29
．【答案】

A 

【详解】黄遵宪认为新签订的条约赔偿了巨额款项，而且允许列强设机造货，同

 
时失

去了东南地区的天然屏障，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一条约指的是《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

台湾被割占，东南地区失去了屏障，而且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这拓展了列强对华经济侵

略的方式，

A
正确；《南京条约》签订标志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进程，也结束了清政府的闭

关锁国政策，排除

B
、

C
；

D
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结果，排除。

 

30
．【答案】

D 

【详解】使人们从

“
封建闭塞的发霉的气氛中

”“
清醒过来

”
，强调的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启

蒙作用，

D
项正确；材料并未强调对民主政治和富国强兵的作用，

AC
两项错误；材料不能

说明戊戌变法运动掀起了

“
救亡图存的高潮

”
，

B
项错误。

 

31
．【答案】

D 

【详解】由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

1900
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民族危机严重，但中

央政府宣战，而地方政府勾结列强，充分表明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即材料所述事件加

剧了中央集权削弱和地方势力膨胀。故答案为

D
项。

B
项，导致中国战败的说法没有依据，

明显具有片面性，排除；

C
项，材料没有提及汉族地主与满洲贵族矛盾的信息点，排除；

A

项，地方实权派完全掌控国家外交事务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史实，排除。

 

32
．【答案】

D 

【详解】两份文件均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而非实现民族独立，故

A
项错误；湖北军

政府同太平天国发展目标以及领导阶级均不同，不存在

“
继承

”
关系，故

B
项错误；太平天国

农民阶级反封建目的为建立农民阶级政权，实现小农经济社会，辛亥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共

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故

C
项错误；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均利用了在外敌侵略下的清

政府统治危机加剧的有利时机，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斗争服务，故

D
项正确。

 

33
．【答案】

C 

【详解】材料信息

“
一面是同盟会人

”“
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

”“
这样子闹了好几

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兴起一种大联

合运动

”
，说明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革命党一己之功，故

C
项正确；材料没有体现出梁启超

不赞成手段激进的民主革命，故

A
项错误；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

会性质，故

B
项错误；依据所学知识可知，辛亥革命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赢得社会各

阶层的支持，故

D
项错误。

 

34
．【答案】

C 

【详解】革命派制定《临时约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立法机关限制以袁世凯为首的行

政机关的权力，因此对议会权力的规定明确详细，而对总统和内阁的权力规定不够明确。这

些规定突出体现了革命派的政治意图，故答案为

C
项。材料没有反映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约，

排除

A
项；材料只涉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没有体现三权分立，排除

B
项；

D
项与材料

信息没有关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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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答案】

C 

【详解】根据杜威的分析，

20
世纪初的

“
政治革命

”
即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要改变当时的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

“
基于理念转变

”
的社会转型，必须改造

“
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

”
，必

须倡导民主科学，实现伦理觉悟，

C
项正确；以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

动，不主张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并且早在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时已经破产，

A
项错误；

呼吁

“
救亡图存

”
，实行

“
君主立宪

”
的维新变法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末，并且在此之前，中国社

会的运作机制还没有被触动，

B
项错误；

20
世纪

20
年代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爆发之前，

新文化运动已经影响到了

“
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

”
，

D
项错误

 
。

 

36
．【答案】

A 

【详解】从材料

“20
世纪

20
年代

”“
民主反帝的广州政府军队不断推进

,
从而使军阀及其支

持者帝国主义列强受到沉重打击

”
等信息可知，该事件是北伐战争，

A
项正确；

B
、

C
、

D
三

项错误。

 

37
．【答案】

A 

【详解】《国民革命歌》中的主题是

“
打倒列强除军阀

”
，体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

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

1935
年《义勇军进行曲》中号

召中华民族团结，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1935
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可知，不

同时期的歌曲体现了不同时期寻求救亡之道的时代主题，

A
正确；土地革命在歌曲中并未体

现，排除

B
；两首歌曲并不是代表中共的政治诉求，而是代表整个民族，排除

C
；通过题干

内容无法判断中华民族意识形成情况，排除

D
。

 

38
．【答案】

A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抗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内迁

,
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布局

,
使

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得到较快发展

,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
也为抗战胜利奠定

了物质基础

,①①①
正确，

A
选项符合题意。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④

错误，

BCD

选项排除。

 

39
．【答案】

A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信息

“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

外线大量歼敌

”
指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指导方针。该军事行动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故

A

正确；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故

B
错误；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故

C
错误；新中国成立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故

D
错误。

 

40
．【答案】

C 

【详解】法币满地而路不拾遗主要是因为法币本身没有了价值，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

胀，纸币大幅贬值，所以小品主要说明当时通胀严重，经济凋敝，故选

C
；

1948
年官僚资本

尚未走向崩溃，排除

A
；材料反映的是此时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不是美货涌入和投机资

本制造混乱，排除

BD
。

 

二、非选择题

 

41.
【参考答案】（

12
分）

 

（

1
）门阀

(
门第

)
。（

2
分）唐代重视家族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

2
分）

 

（

2
）变化：由重视门阀到重视科举及第和财富。（

2
分）

 

原因：门阀士族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

(
每点

2
分，任两点

4
分

) 

（

3
）婚姻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2
分，任一点即可）

 

42. 
【参考答案】（

16
分）

 

（

1
）变化：改变以前王朝重北轻南的治边策略，重视经营西南边疆；由以前的羁縻之治改

为设立土官直接治理；重视交通道路建设。（

6
分）

 

（

2
）措施：武力平叛；改土归流；鼓励垦荒；发展文化教育。（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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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加强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提升了国家对西南边疆的管理能力；促进了民族交融；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对

  
后世具有深远影响。（任答两点

4
分）

 

（

3
）启示：边疆地区作为国家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古代王朝的

治边方略呈现出多样性，对当今国家边疆治理仍有借鉴意义；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对国

家发展有重要影响。（

2
分，任一点即可）

 

43. 
【参考答案】（

12
分）

 

（

1
）问题：以政治目的为主；忽视经济利益；后期实行海禁政策，阻碍了海洋活动的正常

发展；海洋观念落后，缺乏海权意识。（每点

2
分，

3
点

6
分）

 

（

2
）表现：提出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出现一批讨论海权的著作；清政府加大海防建设（每点

2
分，

3
点

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