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2课走向课走向“大一统大一统”的秦汉政治练习题的秦汉政治练习题

1. 选择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一天，始皇帝外出，看见丞相车骑很多，认为不是好事。宫中有人
将此事告诉丞相。丞相随即减少车骑数量。始皇帝大怒，说：你们有人泄露我说的话！但没人

敢承认。于是，秦始皇下诏，逮捕当时在场者，并全部杀掉。这反映了（ ）
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②事无巨细，皇帝独裁 
③秦始皇猜忌、残暴的个性 ④副丞相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 D. ②③

2. 选择题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之所以适应封建集权政治的需要，主要是因为

A. 郡县的官吏必须对上一级负责
B. 郡县的官吏与皇帝是君与臣的关系
C. 郡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D. 郡县的官吏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不得世袭

3. 选择题　　　　　　　　 　　　　 　　　　 　 　　
每年的春节是农历一月初一。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到了秦朝为了避皇帝嬴政的讳，就
把“政月”改为“正月”，“正”字的读音也为“征”了。这说明皇帝制度的主要特征是
A. 皇位世袭
B. 独断性和随意性
C. 神权与王权相结合
D. 皇权至上，皇帝独尊

4. 选择题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说，“秦，虽死犹存，它死得悲壮。”从政治上看，秦“虽死犹存”主
要是指

A. 建立统一的国家和中央集权制
B. 开创皇帝制度
C. 建立三公九卿制
D. 统一度量衡、货币

5. 选择题　　　　　　　　 　　　　 　　　　 　 　　
每年高考后，一个省一个分数线和“本地化”特色高考录取制度总会成为吐槽主题。其实这种类
似技“分地而取”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唐代之后，那时由于南北政治，经济差距拉大，导致科举
结果南北中试者人数失衡。为此统治者在科举制中开始实行“南北卷”，南北分开录取。南北卷
的做法：（ ）
A. 体现了科举制的客观公正性 B. 典型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专制性
C. 维护北方衰落士族的地位 D. 其合理性在于能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统一

6. 选择题　　　　　　　　 　　　　 　　　　 　 　　
秦朝时，在地方设置的乡、里、亭的官吏不由皇帝或官府任命，但却规定，要由地方推择当地

的富庶人家的适龄人员充当。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秦朝

A. 地主绅士是其基层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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