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八中 2022-2023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历史参考答案 

1.【答案】B 

【详解】依据材料“存在众多宽大田埂，纵横交错，蔓延近 8万平方米。在古城核心莫角山

南侧还发现了 20万公斤的稻谷堆积”，结合所学新石器时代的知识，可知这一时期已经有了

原始农业并有了一定的发展，B项正确；材料未涉及阶级分化，排除 C项；这一时期并未形

成国家，排除 A项；精耕细作是铁犁农耕推动下产生的，排除 D项。故选 B项。 

2.【答案】A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夏、商、西周青铜器上也出现了兽面纹，其神态、形状较良渚、

龙山等文化的玉器、陶器上有所变化，说明中华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A 项正确；材料

体现不出多元一体，排除 C 项；材料只说了“饕餮纹最早出现在良渚、龙山等文化的玉器、

陶器上，”体现不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排除 D 项；中华文明根源于农耕文明，排除

B项。 

3.【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认为鬼神可以主宰世间一切”“只有怀保小民，才能得到天的佑护”，可

知西周的统治观念相对商朝更加注重对百姓民生的关注，体现了治国思想的进步，故选 D项；

商和西周时期同属于奴隶社会逐步走向鼎盛时期，等级制度更加鲜明，排除 A 项；材料中并

未体现分封等级秩序，排除 C项；材料信息不是民主主义，排除 B项。 

4.【答案】C 

【解析】由材料“户籍制度主要登记的是宫廷卫兵和军队士卒的个人身份资料”、“以家庭为

基本登记单位、包括广土众民的户籍制度”可知户籍制度相较名籍制度，更进一步加强了对

民众的管理和控制，有利于收取赋税和征派兵役，适应了诸侯争霸的需要，故选 C项；生产

力的发展导致宗法分封制的瓦解，排除 A项；户籍制度本身并不会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是在

户籍制度上的税收、徭役等政策加重民众负担，排除 B项。户籍制度是社会管理的途径，并

未激化矛盾，排除 D项。 

5.【答案】A 

【解析】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祝融身份逐渐向黄帝和炎帝靠拢，是对华夏认同提

升的体现，反映了夷夏一体观念的加强，故 A项正确；材料并未反映出儒家思想影响力的提

升，故 C项错误；祝融形象变化并未涉及楚国对周王权威的挑战，故 B项错误；材料并未反

映楚地文化扩张的内容，故 D项错误。 

6.【答案】A 

【解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大意是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

怀念我，这是孔子自言其志，“修已以安人”意思是提高自身修养，使人民安乐；孟子倡导

“养浩然之气”，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二者都重视

完善人的品德，故选 A 项；坚持个人独特性格与“修已以安人”不符，且孔子强调要构建和

谐的人际关系，排除 D项；突破礼制束缚与“修已以安人”“养浩然之气”不符，排除 C项；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强调的是人格精神，而不是反抗专制暴政，排除

B项。 

7.【答案】D 

【解析】据材料内容可知，《史记》中对荆轲刺秦王的记载与东汉出土画像石的记载不同，

对同一事件记载不同，因此在运用中要辨别真伪，故选 D 项；《史记》中仅体现出荆轲刺秦

王的描述，未说明司马迁的态度，排除 C项；山东嘉祥出土“荆轲刺秦”画像石属于东汉时

期，属于二手史料，无法确定是否更有价值，排除 B项；A项是不可知论的错误，排除 C项。 
8．【答案】C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钱穆强调的是秦朝首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有利于巩固大一统

王朝，是当时中国统一的新局面的要求，具有合理性，C 项正确；A 项并非钱穆主要想说明

的观点，排除 A 项；题目材料不涉及地方治理，排除 B 项；题干主旨是对秦朝创立的中央集

权制度的评价，没有提及秦朝的暴政及其灭亡，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9．【答案】C 

【解析】根据“这一制度以个人亲信为基础，而不考虑世系和教育”并结合所学内容可知，

这一制度是开启了官僚政治，使得血缘政治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C 项正确；秦朝之前中国

没有建立民主政治，排除 A 项；秦朝时期没有建立起文治政治，排除 B 项；根据“建立了绝

对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以个人亲信为基础”可知强调的是官僚政治的建立，不是中央集权，

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0．【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岁雠（校对文字）辟律于御史。......令史雠律令沅陵”可知，秦朝法律

规定，每年都要去御史哪里校对律令，这些史料可以说明秦朝校对律法，目的是维护和巩固

国家统一，属于统一法律以治理好国家，B 项正确；法律条文细密完备，在材料中体现的信

息不足，排除 A 项；强化监察维护君权，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C 项；严刑峻法激化矛盾，材

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1．【答案】B 

【解析】题干信息是，刺史在“汉元帝时……设置专门的辅佐人员，俸禄百石，开始有了固

定的幕僚”，在“汉成帝时，可以选择所在州郡的统帅，根据自己的意愿任免官员”。这说明

刺史权力远远超过初设时期权力，成为地方行政性质的官员，表明刺史的职权发生了异变，

B 项正确；刺史成为地方性质的官员，不能说明朝廷“中枢”权力出现转移，排除 A 项；材

料没有“郡县和刺史间相互制衡”的信息，排除 C 项；刺史拥有地方行政权力，并不能说明

监察效能强化，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答案】B 

【解析】依据材料信息及所学知识可知，汉朝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建立、经济残破，汉高祖以

黄老之学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巩固新政权，到汉武帝时期，

经历几十年的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繁荣、土地兼并发展，王国问题等威胁中央集权，积极“有

为”的政策必然代替“无为”，据此上述文化政策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从立国安邦到皇权专

制的现实变化与需要，D 项正确；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此消彼长的残酷性仅为表象，不能反映

实质问题，排除 A 项；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夺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在材料信息中无体现，排除

B 项；道学理论的缺陷和新儒学的博大精深说法错误，排除 C 项。故选 B 项。 

13．【答案】C 

【解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都有血脉相连，由此可知所有的

民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是体现了“大一统”的时代观念，故选 C；这些记载是司

马迁的一面之词，并不能说明是真实还原了历史的原貌，排除 A；司马迁的这些记载并非是

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排除 B；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体现了大一统观念，没有体现尊华攘夷的观

念，排除 D。 

14．【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秦时期修筑长城体现了“用制险塞”，汉武帝时期通使西域、

开辟丝路体现了“导途凿空”，A 项正确；秦始皇开凿灵渠是为了征服岭南地区，排除 B 项；

象郡位于今天两广地区，不属于游牧民族，排除 C 项；通婚和亲属于被迫的临时政策，与

“导途凿空”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5. 【答案】B 

【解析】根据图①中的“西晋、五胡”等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图①反映的是西晋时期；



根据图②中的“魏、蜀、吴”等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图②反映的是三国时期；根据图③

中的“北周、北齐、陈”等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图③反映的是北魏分裂后的南北朝对峙时

期；根据图④中的“东晋、十六国”等信息，并结合所学可知，图④反映的是东晋与十六国

时期。由此可知，四张中国古代历史地图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②①④③，B 项正

确；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6. 【答案】A 

【解析】据材料“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为德”可知，北魏孝文帝以黄帝为先祖，旨在为其统

治树立合法性，A 项正确；改姓氏并不能加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排除 B 项；改姓氏与改变

社会习俗都属于汉化措施，不是直接目的，排除 C 项；促进民族交融属于历史作用，不是直

接目的，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7.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中的“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劝深农桑以资军国之用”“年谷频登”可知，这

一时期凉州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A 项正确；材料体现的是凉州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而不

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排除 B 项；农业发达说法夸大，排除 C 项；材料体现不出先进生产

方式传播，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8.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可知，东汉末年，魏国、蜀国、吴国争夺天下，形成三

国相争的局面，西晋短暂统一后，陷入长时间的分裂格局中，因此这一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

期，这一时期民族交融，江南经济获得开发，C 项正确；藩镇割据指的是唐朝中后期藩镇的

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排除 A 项；科举盛

行，人才选拔公平公正的历史时期为唐朝，排除 B 项；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年，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9. 【答案】D 

【解析】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佛道受到儒学影响，这是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融合，D 项正

确；儒学依然是正统，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体现出统治者的喜好，排除 B 项；C 项是宋明

理学的特征，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0. 【答案】C 

【解析】根据表格以及所学可知，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方式形式多样，既有战争，也

有和亲和册封，这说明唐朝发展民族关系具有灵活性，C 项正确；唐朝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主

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疆域稳定，排除 A 项；战争只是唐朝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方式之一，排除 B

项；唐朝并不只是用军事手段，也有册封等方式，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1.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

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可知，唐代时期，方镇势力逐渐增强，威胁中央，C 项

正确；改善了基层治理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A 项；导致宦官专权，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排除 B 项；藩镇割据，威胁中央，不利于边疆的管理，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2. 【答案】 B 

【解析】材料反映农夫获得受田，虽有不足，但毕竟表明国家继续受田。因此，均田制依然

在实行，故 B 对。材料反映的时间在安史之乱前，国家还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故 A 错。

国家分地不足，有人口增加，国家控制土地不够的情况。与土地买卖没有关系且材料不涉及

土地买卖，C 错。材料与赋税无关，D 错 

23. 【答案】 D 

【解析】根据材料，政府改变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人丁、土地、财产为征税的依据。



故选 D。 

24. 【答案】 A 

【解析】根据材料，差遣官为负责非本职工作，意味着原有机构和官僚职能被取代，因此政

府原来的规范制度被破坏。故 A 正确。这种做法会导致三省和宰相的职能被取代，故 BC 错

误。而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藩镇割据，故 D 错。 

25. 【答案】 

(1)材料的观点为：开拓边疆是皇帝个人意志使然；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稳定华夏；开拓边疆

不利于国家统治（6 分，任答一点 3 分）评价：积极方面：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的安定；认

识到君主对国家治理的重大影响；（4 分，任答两点 4 分）局限性：没有认识到华夏与周边

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必然趋势；没有认识到开拓边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

（3 分，任答一点 3 分） 

（2）原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民族间长期交融；隋唐完成和巩固国家统一；隋唐继

承并完善中央集权制度；隋唐中央政府强大的实力；统治者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唐朝实行

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原先进发达的经济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力。（12 分，每点 2 分） 

26.【答案】 

示例一： 

论题：经济重心的南移促使我国南方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分） 

阐释：从先秦至唐朝，黄河中下游的人口比重一直较大。而到了唐代，黄河流域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淮南地区及两广、两湖、江西地区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北方因长期

战乱，大批人口南迁，这为南方的开发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再加上南方本身自

然环境优渥，统治者为增强实力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南方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

展。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城市分布的重心南移，因此出现了人口重心向江南转移的现象。（8

分） 

总而言之，经济重心南移是推动人口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2分） 

示例二： 

论题：战争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比重降低的重要原因。（2分） 

阐释：黄河中下游人口比重虽然相对较高，但基本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这与黄河中下

游动荡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历史上三次南渡的影响颇大。第一次因“八王之乱”爆

发，中国陷人混乱，人口南迁，发生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中原士庶

为避乱而南徙；第三次是“靖康之乱”后的建炎南渡。（8分） 

总体来说，北方的战乱是促使人口南迁，北方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南方人口比重不断攀升的

重要因索。（2分） 

27.【答案】（1）争论的内容：法律是否应该公开（2分）法律是否应该照顾贵族（2分） 

实质：国家治理是依儒家思想还是依法家思想（2）历史意义：为春秋战国的变法提供法律

保护；有利于打击旧贵族，有利于地主阶级掌权和社会转型；为后世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为

中华法系的形成奠定基础。（每点 3分，任答 3点 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