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一前半期第一次月考历史考题同步训练（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年高一前半期第一次月考历史考题同步训练（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1. 选择题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竹简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其中，《秦
律十八种》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

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

《属邦》等。这反映了

A. 秦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得以强化
B. 秦朝竭力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C. 秦律主要针对国家经济管理而制定
D. 秦朝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案

2. 选择题　　　　　　　　 　　　　 　　　　 　 　　
《左传》记载，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晏婴。晏婴献策回答：“唯礼可以已之”，若行礼制
则“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这表明先秦的“礼”是
A. 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
B. 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C. 维护宗法分封的工具
D. 强化等级秩序的手段

3. 选择题　　　　　　　　 　　　　 　　　　 　 　　
商朝人崇信各种鬼神，把占卜、祭祀作为与神灵沟通的手段，负责通神事务的是商王和巫师

（往往出身贵族）．在商代，王是人，也是神，既是王朝的元首，又是群巫之长。上述材料最

能说明

A. 神灵主导着商朝的人事
B. 祭神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
C. 商王垄断神权来强化王权
D. 商朝阶级矛盾比较尖锐

4. 　　　　　　　　 　　　　 　　　　 　 　　
钱穆在（国史新论>记载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拨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
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这两种制度"
的后者指的是 ( )
A. 三公九卿制 B. 三省六部制
C. 中外朝制度 D. 议政王大臣会议

5. 选择题　　　　　　　　 　　　　 　　　　 　 　　
（题文）王家范先生认为,西周是中国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后世的中国文明,其深基正是
从这里扎下了根。西周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 )
A. 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 B. "封建"式的地方管理方式
C. 世代公卿的选官制度 D. "四方"臣服中央的国家观念

6. 选择题　　　　　　　　 　　　　 　　　　 　 　　
夏曾佑认为：“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泛指西方国家）之有希腊。”他这样说的依据可能是
A. 周和希腊政治制度相同 B. 周和希腊分别奠定了中西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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