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高一下半年高一下半年5月月考历史考题（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高级中学）月月考历史考题（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高级中学）

1. 选择题　　　　　　　　 　　　　 　　　　 　 　　
《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秋七月，初税亩。”“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
履其余亩，复十取一”。这一税制改革
A. 增加了周王室的赋役收入 B. 加速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
C. 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 D. 以法律手段稳固了井田制

2. 选择题　　　　　　　　 　　　　 　　　　 　 　　
《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一个农夫耕种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
人，耕种一般的土地也能养活五口人。战国时期农业收益的增加（ ）
A. 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B. 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 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D. 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3. 选择题　　　　　　　　 　　　　 　　　　 　 　　
（题文）据考古报告，从数十处战国以前的墓葬中发现了铁器实物，这些铁器不少是自然陨铁

制作而成，发现地分布情况见下图。据此可知，战国以前

A. 铁制农具得到普遍使用 B. 新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
C. 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D. 铁器分布可反映社会发展程度

4. 选择题　　　　　　　　 　　　　 　　　　 　 　　
据《魏书·高祖记》记载：“今遣使者，循行郡州，与牧守均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课
农桑，兴富民之本。”材料所描述土地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A.国家不再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B.农民获得土地，对国家承担义务
C.国家直接参与农民的生产活动
D.以土地私有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5. 选择题　　　　　　　　 　　　　 　　　　 　 　　
明清时期，江南“桑蚕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在太湖流域，地主催收田租常不在秋收之
后，却在农户蚕丝收获之际，俗称“蚕罢米”。这说明，当时江南地区
A. 小农经济已经开始瓦解
B. 农耕技术呈现衰退趋势
C. 农户收入多赖家庭副业
D. 地主剥削程度有所减轻

6.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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