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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八中 2021-2022学年度下学期月考一 

平行特色高二历史参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C C A D C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A C B B A C A A 

21 22 23 24 

A C B A 

1. 【答案】B 

【详解】题干所述为古代史料对尧舜禹禅让制度的不同记载，因此历史材料的运用首先要甄

别真伪，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故 B 项正确。A、C、D 选项说法错误，排除。 

2.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春秋战国以来，晋国被瓜分，魏国和楚国、齐国的实力不断被削弱，

秦国独强，有利于诸侯割据局面结束，C 项正确；宗法制度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

权力，与材料无关，排除 A 项；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排除 B 项；材

料是战国时期，故 D 项齐国丧失春秋霸主地位说法错误，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3. 【答案】C 

【解析】材料分别体现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古代法家思想认为商鞅变法

使秦国富国强兵，并强化了王权，适应了当时争霸战争的需要；近代则强调商鞅变法对国家

的影响，这明显受到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新中国则站在经济角度评价

商鞅变法，由此可见，时代不同影响了历史评价，C 项正确；材料中的认识并不都体现了阶

级性，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体现“主观性”，排除 B 项；材料并不是在证实历史，而是强调

评价历史的影响因素，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西汉《急就篇》涉及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关，C 项正确；材料与察举制

无关，排除 A 项；孔子创立私学，使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排除 B 项；材料与德治无关，

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答案】A 

【详解】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因此家族凝聚在一起以自保，而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

济发展，因此家族分家的情况较为突出，A 项正确；当时儒学依然是正统地位，排除 B

项；材料无法体现出门阀士族对于家族分家的影响，排除 C 项；当时南方人地矛盾并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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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未推行均田制，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6. 【答案】D 

【详解】据材料可知，魏晋时期特别是永嘉之乱后豪族庄园经济规模很大，说明此时土地

集中程度高，这不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故 D 项正确;庄园经济妨碍小农经济的发展，加剧

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非人地之间的矛盾，排除 A 项;土地利用率的提高需要耕作工

具和技术的革新，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B 项；庄园经济与地方割据没有直接联系，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7. 【答案】C 

【详解】从两张图的变化可以看出，从“十道”到“十五道”，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更加

细化，监察力度不断加强，C 项正确；“道”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排除 B 项；材料不能

反映经济发展状况，排除 A 项；“开始”的说法错误，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8.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宋代行业组织对本行业统一管理增强，是行业自律，A 项正确；材

料没有体现官府严格限制商品交易，且与史实不符，排除 B 项；商人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

位、经济地位等，材料信息没有体现商人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排除 C 项；材料只是涉及城市

行业组织，无法推断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9.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征兵制度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征兵对象由均田农民变化为职

业军人，这是由于均田制受到破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难以推行，D 项正确；唐玄

宗改行募兵制是基于均田制受到破坏，A 项不属于主要原因，排除 A 项；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

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排除 B 项；安史之乱后，藩

镇割据的出现，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0. 【答案】D 

【详解】依据材料“‘理’指数学之理，在他看来这与理学家所讲的‘理’是同质的，探究

数学之‘理’就可以‘尽性’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理学思维影响宋元数学发展，D 项正确；

材料主旨强调宋明理学影响数学的发展，并没有体现数学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排除 A 项；

表格信息没有将宋元数学研究与世界数学进行比较,因此不能得出宋元数学成就领先世界，

排除 B项；材料主旨强调宋明理学影响数学的发展，并不是强调数学思维推动理学发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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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C项。故选 D项。 

11.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朝廷自有典宪，朕不敢私”可分析出监察职能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D

项正确；材料“御史中丞弹劾其失仪。”只体现了御史中丞弹劾宰相，无法体现御史中丞权

力超越宰相，排除 C项；材料没有体现抑武，排除 B项；材料没有提到中央权力分割，排除

A项。故选 D项。 

12.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明代思想家主张“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

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学，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

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闇然不知”这是讲求实学，D 项正确；材料并没有否

定儒家思想，排除 B 项；材料涉及心学，但没有讲心学的作用，排除 C 项；由“体认天理之

学”可知没有否定天理的存在，排除 A 项。故选 D 项。 

13.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清政府第一次把满文中国一词作为正式国名与俄罗斯对应”、“此后，在

对外交往文件中，却再未称自己为中国”、“一直到《南京条约》签订时，汉文中国才正式

写进外交文书”及所学知识可得，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对世界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

化，自己的天朝上国思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天下观的缓慢转型，A 项正确；材料的意思

不是在说清政府的行为在维护自己的形象，不符合题意，排除 B 项；清政府这些行为不是

重视自己的主权表现，不符合题意，排除 C 项；清朝晚期不是主动融入世界的，不符合题

意，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4. 【答案】C 

【详解】材料“《海国图志》刚刚问世，即遭到许多守旧大臣的谩骂，以致在国内的印刷数

仅有千册左右”体现的是当时新思想的传播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C 项正确；当时朝廷中有

开明派，极为保守的说法错误，排除 A 项；材料未涉及天朝上国观念，排除 B 项；该行为

主张向西方学习，非崇洋媚外行为，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5.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可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后对东北地区的政策由“封禁”到开

发，发展经济教育等事业，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边疆危机日益严

重，B 项正确；政策的变化是因为国家形势的变化，而不是清廷思想观念的变化，排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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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洋务运动也是内忧外患发展的结果，排除 D 项；东北义勇军出现在“九一八”事变

后，排除 C项。故选 B项。 

16.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清政府由不同意开放汉口、九江到同意开放汉口、九江两地作为通

商口岸，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威胁了清政府的钱粮要地，企图借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太平

天国运动，B 项正确；总理衙门的设置体现外交体制调整，排除 A 项；同意开放汉口、九江

两地，与推动洋务运动无关，排除 D 项；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以夷制夷策略，排除 C 项。

故选 B 项。 

17. 【答案】A 

【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报刊引领文人经商、商人学习文化、农民学习植树之法和机器之耕，体现

了舆论引领职业观念变化，A 项正确；材料中的评论是一些媒体的观点，不是国人共识，

排除 B 项；社会分工一般是指生产分工，与材料无关，排除 D 项；材料没有涉及工商致富

备受推崇，而是强调职业观念变化，排除 C 项。故选 A 项。 

18. 【答案】C 

【详解】根据“1884 年，清政府宣布设立新疆行省，……使新疆地区脱离了藩部体制”可得

出清政府废除了新疆的旧制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理，是建设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尝

试，D 项正确；材料主旨强调的是体制的变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因此 ABD 项都

不是材料的主旨，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19. 【答案】A 

【详解】据材料“画中日方代表跪拜中方官员”可知，这幅年画与史实不符，充分体现了传

统华夷观念的影响，A 项正确；清末时期的年画本身属于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

价值，排除 D 项；这幅年画中体现了浓厚的华夷观念，与近代外交理念不符，排除 B 项；

这幅年画主要反映《马关条约》签订的场景，属于写实风格，排除 C 项。故选 A 项。 

20. 【答案】A 

【详解】材料“除经史外，开设算学、格致、化学及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普通

课程”“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专门讲堂”体现的是京师大学堂开设西方的应用型课程，反映

的是当时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A 项正确；戊戌变法在 1898 年 9 月 21 日以失败告

终，排除 C 项；材料与开创近代与新体制的说法无关，排除 B 项；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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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1. 【答案】A  

【解析】保留“君权”又兴“民权”，表明西学东渐深入到制度层面，A 项正确；结合所学

知识，通过立宪限制君主权力，树立人民主权，这是提倡君主立宪制，是成熟的政治主张，

排除 D 项；中体西用的根本还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伦理，排除 B 项；“共和”意味着

国家元首是选举的、有任期的，与君主制度相背离，排除 C 项。 

22.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但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对清廷专制

制度的腐朽予以揭露和攻击，使其更加陷于孤立，促使一部分立宪派转向革命立场，加速

了社会分化，C 项正确；请愿活动对清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选项不符合材料，排除 A

项。材料无法表明立宪派力量削弱，排除 B 项；材料中“清廷发布上谕委婉拒绝……遭清

廷遣散”无法反映清政府拒绝改革，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3.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民国初年江苏地区具有双重身份的功名之士情况统计表”可知，民国初年

的进士、举人和生员中，有新学历的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说明传统的知识分子更新观念，B

项正确；有新学历的并不占据优势比例，不能说明新式教育占据主导地位，排除 A 项；“儒

家的义利观念被抛弃”的说法过于绝对，排除 C 项；仅凭有些官员有新学历，不能说明追求

新思想成为社会时尚，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24【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的大意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公文，禁止使用日本名称标注的疆界地

名。维护了国家利益，这有利于培养现代国家意识，A 项正确；有利于粉碎日本侵华意图，

与史实不符，排除 C 项；“解决了”说法绝对，排除 B 项；中国的国际地位未得到提升，排

除 D 项。故选 A 项。 

25【答案】 

（1）朝贡或理藩（册封、安抚藩属）；天朝上国或华夷之别或歧视外国。4分 

（2）由朝贡体系变为条约体系；从自主的通商夷务转变为迎合列强的洋务；外交对象从周

边邻国扩展到西方各国；外交事务从地方官员负责，转变为设置中央机构统管；外交机构

从兼管到专管；人员从兼差到专职。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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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层次：能依据材料提取信息，将中国近代外交置于晚清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从东西方交往与冲突，博弈与交融视角诠释和提出较深刻的观点。 

在西方殖民侵略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下，固守天朝上国的清廷被动调整与变革，为了维护

专制统治，对外政策也要适应现实需要：既要满足列强侵略者的要求，也要不断调整以适

应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从清廷外交的调整中，透视出清廷逐步从闭关锁国向开放

通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如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的局部调整，向变革制度的

清末新政的全面变化）。11～13分 

第二层次：能从材料提取直接与间接的信息，结合晚清具体的时代变迁与外交进展双向关

系展开论述。8～10分 

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因为鸦片战争失败签署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被迫接受条约体系的西方

外交，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处理外交，中国社会被迫开放，自然经济走向瓦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因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清廷被迫创

设总理衙门应对西方列强，也推进了洋务运动，西学东渐进一步展开。 

甲午战败，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服务洋务的外交无以应对。八国联军侵华后签署《辛丑条

约》，适应侵略者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扩大外交对象，外交人员更为专业，也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新政。 

第三层次：能从材料中提取显性的信息，仅从单一方面指出推动外交进展。5～7分 

仅罗列晚清时代变局与对外交关系。 

第四层次：脱离材料，或罗列材料，或复述教科书的观点。0～4分 

26【答案】特征 

两则材料都反映了 17-18世纪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人们积极进取，

勇于探索，适应新环境的变化，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断努力的过程。中国商人遇险后

迅速适应变化的环境，维持生存并得到发展。回到老家后的描述，说明当时社会重视教

育，追求功名。这折射出小农经济下，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性格中的中庸、

和谐，包容，追求圆满，封妻荫子的传统思维和官本位思想的时代特征，以及强烈的家国

情怀。 

西方人沦为奴隶后敢于反抗，努力进取，归国后奢侈腐化，为获取财富不择手段。这折射

出新航路开辟后，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积极对外殖民扩张，通过殖

民贸易和贩卖黑奴，不断加强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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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对殖民地剥削的罪恶和丑恶。12分 

27【答案】（1）《明史》中认为明鲁王是被郑成功谋杀，而在《台湾外纪》中则载郑成功死

于朱以海之前，故明鲁王之死不可能是由于郑成功的谋杀。    2 分 

（2）《明史》虽为官方正史，但编修于清代，因此存在着清人诋毁前朝的可能；而《台湾外

纪》的作者虽然自幼听闻明郑往事，但未必真切；其在著作中也只是转引了《明季续闻》中

的相关记载，且其虽致仕清朝，但毕竟是为南明后人，故明鲁王之死因不能基于这两则材料

确定。  5 分   

（3）为确认明鲁王的死因提供了实物/原始的证据；墓志铭的记载证实了明鲁王并非因郑成

功谋杀而死，并且这一论点能够与《台湾外纪》构成证据链条 。4 分    

（4）原因：记录者的身份和立场殊异；记录者对历史事实的了解程度不同。2 分 

方法：多方搜集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当时的人和物，选择直接的一手史料，或者用多个

史料相互印证等。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