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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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选择题 

1. 【答案】A【详解】根据材料“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可知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

分封王族等到各地建立诸候国，使他们成为各领一方的诸候，从面使周的文化影响覆盖其所

辖之处，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加强了文化认同，A项正确；在西周分封制下，诸候拥有较大

的自主权，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局面，排除 B项；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被称

为王畿，诸侯国有相对的独立性，周天子对地方进行间接控制，排除 C项；商周时期实行世

卿世禄制度，以确保贵族的世袭特权，排除 D项。故选 A项。 

2. 
【答案】

D
【详解】材料

“
奖励军功

”“
举贤人

”“
食有劳而禄有功

”
体现的是当时各国变法均

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

D
项正确；吴起变法中并未有土地制度的变革，排除

A
项；材料未

涉及对伦理的重建，排除

B
项；材料与变革社会性质无关，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3. 
【答案】

C
【详解】根据所学，秦朝统一后，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取代分封，加强了中

央集权，

C
项正确，排除

A
项；

B
项是汉初，

D
项是元朝，排除

BD
项。故选

C
项。

 

4. 
【答案】

A
【详解】题干所示为汉初统治阶层在实行以道治国政策的同时，极力推崇儒

家的仁政思想

“
仁者道之纪

”
、

“
老幼不愁于庭

”
、

“
仁立而义兴

”
，进而形成了儒道并进的局面，

A
项正确；汉初统治者推行

“
无为而治

”
的政策，排除

B
项；

C
项说法既不符合题干主旨，也

不符合史实，排除；题干是强调了儒道在治国中的作用，并没有社会风气改变的相关信息，

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5. 
【答案】

D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王羲之凭借家族势力出任

“
右将军

”
，出身寒门的将军

刘裕被宰相成为

“
寄奴小儿

”
，说明的是士族政治影响深远，

D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门阀政

治，非军功集团左右朝政，排除

A
项；材料与文学艺术繁荣的说法无关，排除

B
项；当时世

家大族把持政权，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6. 
【答案】

A
【详解】由材料中

“
三省长官共为宰相

”“
三省职权合并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宰

相权力

”
说明唐代不仅实行多相制，而且将以前的一相职权分割成了三部分，这种分散相权的

做法必然有利于加强皇权专制统治，

A
项正确；三省长官皆为宰相，易导致部门间推诿现象

的发生，并不一定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排除

B
项；材料反映的是分化中枢权力结构，而不是

平衡，且三省职权不同，是平衡不了的，排除

C
项；三省

“
集体议事

”
虽带有

“
民主

”
色彩，但

最终都是为皇权服务，所以不可能是

“
民主决策

”
，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7. 
【答案】

C
【详解】材料

“
唐代中叶以后，海外贸易发达，与唐朝发展贸易的国家与日俱

增

”
体现了中外经济文化联系增强，

C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海外贸易不是朝贡贸易，排除

A

项；唐朝国力发达，传统陆路贸易并没有受阻，排除

B
项；

D
项说法错误，唐朝依然坚持重

农抑商政策，排除。故选

C
项。

 

8. 
【答案】

B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关于宋真宗向三司使打听国库虚实这一问题上，宰相

李沈始终不肯让三司使告诉其具体数字，反而经常上报地方民情，说明的是在当时相权在一

定程度上对皇权起到约束作用，

B
项正确；

A
项错在

“
完善

”
，说法过于绝对，排除；材料未

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排除

C
项；宋朝通过二府三司制进一步分化相权，强化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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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说法不符合史实，排除。故选

B
项。

 

9. 
【答案】

A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宋代的时候，夔州路转运使与少数民族民众开展互市

贸易。

“
以粟易盐，蛮人大悦

”
、

“
民无转饷之劳，施之诸砦，积聚皆可给

”
，这反映出宋代互

市贸易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A
项正确；材料是从正面积极评价这一事件，排除

B
项；

“
朝

贡体系

”
主要是讲中外关系，不能说民族关系，排除

C
项；材料侧重讲的是经济问题，不能

说儒家文化的外传，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10. 
【答案】

D
【详解】

“
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

”
体现了文艺的商品化，市民们能够在瓦舍中

尽情的观赏百戏和娱乐，体现了文艺的世俗化趋势，

D
项正确；材料内容不能说明享乐主义，

排除

A
项；材料体现的是文艺的商品化和世俗化趋势，并没有体现士人阶层审美情趣的提高，

排除

B
项；宋代还没有兴起人文主义精神，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1. 
【答案】

B
【详解】材料

“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随后，中山、日本、别失八里、苏门

答刺、满刺加、小葛兰等国入贡

”
体现的是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国威，推动了朝贡贸易的发展，

B
项正确；材料未涉及财政负担问题，排除

A
项；明朝并未放弃海禁政策，排除

C
项；当时

拉丁美洲还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2. 
【答案】

D
【详解】根据材料

“
一切听闻皆可上报。官员自派亲信家人送抵京城，不可扰

累驿站，直达御前，并由皇帝亲自批答

”
可知，皇帝可以通过奏折广泛收集信息，并且皇帝亲

批奏折，可以防止信息泄露，保密性强，

D
项正确；材料反映了奏折制度可以广泛收集信息

且机密性强，与

“
书写款式的便捷性

”“
运转程序的复杂性

”
无关，排除

AC
项；军机处的设立，

将君主专制制度推向顶峰，排除

B
项。故选

D
项。

 

13. 
【答案】

C
【详解】明清小说，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

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

C
项正确；材料并未强调明清小说冲击

封建等级，排除

A
项；反封建色彩通过材料无法得出，排除

B
项；材料没有强调明清小说的

地域性，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4. 
【答案】

B
【详解】根据材料关键信息

“
自

1514
年到中国起，积

325
年窥探后的一场战

争

”
可以判断出该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

B
项正确；

《尼布楚条约》签订于

1689
年，排除

A
项；《马关条约》签订于

1895
年，排除

C
项；《辛丑

条约》签订于

1901
年，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5. 
【答案】

C
【详解】根据材料

“
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
和所学知识可知，甲午中日战争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

社会各阶层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

C
项正确；中国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排除

A
项；材料与

洋务运动破产的说法无关，排除

B
项；材料与清政府战败的必然性说法无关，排除

D
项。故

选

C
项。

 

16. 
【答案】

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辛丑条约》签订于

 1901
年

9
月

7
日，因而被称为

“
九

七国耻

”
，

B
项正确；《马关条约》签订于

1895
年

4
月

17
日，排除

A
项；二十一条的签订被

称为

“
五九国耻

”
，排除

C
项；卢沟桥事变爆发于

1937
年

7
月

7
日，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7. 
【答案】

B
【详解】陈独秀认为个人的品格修养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和巩固，而中国的传

统道德政治使个人的品格不高，因此也就不能使国家兴盛和巩固，说明他在批判封建伦理，

提倡自由民主，

B
项正确；陈独秀是在批判中国传统封建伦理，而不是反对外来侵略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排除

AD
项；

1916
年我国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排除

C
项。故选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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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答案】

A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

“
红船

”
代指的是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召开，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在中共一大中制定的党的奋斗目标是

“
推翻资产阶级

,
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

,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

A
项正确；

“
消除内乱

,
打倒军阀

,
建设国内和平

”
体现了反封建

的客观要求，是中共二大中民主革命纲领的内容，排除

B
项；

“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
达

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
体现了明确的反帝主张，是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内容，排除

C
项；

“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
是中共三大时期主动提出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时期的革命路线，排除

D
项。

故选

A
项。

 

19. 
【答案】

D
【详解】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

1929
年

12
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

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

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

“
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

”
的建党建军原则，

D
项正确；三湾改编

 
、文家市决策、八七会议均发生在

1927
年，排除

A
、

B
、

C
项。故选

D
项。

 

20. 
【答案】

D
【详解】根据

“
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

”
可知

“
九一八事变

”

后的抵制日货行动开始有政府机构参与主持，说明抵制日货行动出现了新的趋势，

D
项正确；

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一战期间，排除

A
项；材料仅说明了抵制日货，不能说明

积极抗日，排除

B
项；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实施是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1. 
【答案】

D
【详解】材料体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创办的《中国人报》和（胜利报》

积极深入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有利于增强根据地民众抗战精神，

D
项正确；此时抗日战争

的主战场是正面战场，排除

A
项；此时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

统治，排除

BC
项。故选

D
项。

 

22. 
【答案】

A
【详解】材料

“1945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邀请电函，邀请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略显夸张地使用了

‘
万急

’
字样

”
说明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首先主

张谈判，

A
项正确；材料史实无法说明

“
真心

”
的态度，排除

B
项；材料没有提到谈判的目的

是什么，无法说明其和平意图，排除

C
项；据材料不能判断其统治的秩序面临着严重危机，

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3. 
【答案】

D
【详解】根据表格信息可以看出，新中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成人员

中民主人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说明此时的政治格局具有多党合作的特点，

D
项正确；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中国共产党，排除

A
项；

B
项由材料无法体现，排除

B
项；

“
已确立

”
的说

法无从体现，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4. 
【答案】

C
【详解】根据题干信息可知，我国海军正在快速发展，逐渐强大，故

C
正确；

题干信息未涉及比较，无法得出中国海军已是世界第一和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海军强国之列，

故排除

AB
项；

“
完全

”
一词表述过于绝对，故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25. 【答案】 

（1）理解：①加强国防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的军事威胁；抗

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认识到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②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新中国成

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迫切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③社

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发展重工业，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基础。④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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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式：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2）参考示例“六五”计划和“九五”计划“六五”计划的发展目标强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

础上，调整经济政策，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九五”计划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还提出经

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务，明确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强国家宏观

调控的目标，同时也强调科技教育、社会事业等领域的全面进步。 

“六五”计划提出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

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阶段，此时的发展目标体现了我国在调整和转变过程中实现经济和

社会稳妥发展的愿望。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改革开放

积累了经验，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这都推动

了“九五”计划提出更全面的发展目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发展目标的调整，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反

映，也是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思考和推进的表现。 

26. 【答案】 

（1）因素:政治：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经济：封

建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2）不同：前者强硬削藩，削夺诸侯王封地，后者以温和方式，改变继承王国的方法;前者

引起七国之乱，后者有利于政局稳定；前者并没有解除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后者将王国

越分越小，再也没有能力对抗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27. 【答案】 

瑞金：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强调政权） 

遵义：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

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延安：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共七大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北平：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筹建，开国大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