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高三历史湖南高三历史2022年前半期月考测验试卷带答案和解析年前半期月考测验试卷带答案和解析

1. 选择题　　　　　　　　 　　　　 　　　　 　 　　
西周王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各诸侯国国君继承也遵此制，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东周。但秦国

自襄公建国至穆公之前共九代国君，兄终弟及者三人，以孙立者二人，不明嫡庶者一人，以长

子继位者仅二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秦国并未成为定制。这种现象

A. 反映了各国礼崩乐坏
B. 是由于秦国经济文化发达
C. 有利于社会的变革
D. 破坏了贵族的世袭特权

2. 选择题　　　　　　　　 　　　　 　　　　 　 　　
《史记》载,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
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这说明李斯认识到
A. 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的必要性 B. 要建立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度
C. 政治统一必然要求思想统一 D. 加强中央集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3. 选择题　　　　　　　　 　　　　 　　　　 　 　　
古代中国，君主要想统治一切，就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来实现。同时，君主也需要对内外官僚进

行严密控制，这就需要一种督察百官的力量。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

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关于我国古代的监察体制，理解正确的是：

A. 标志着血缘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过渡
B. 实行独立的垂直管理体制
C. 上位权力和下位权力相互制约
D. 是官僚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4. 选择题　　　　　　　　 　　　　 　　　　 　 　　
学者黄仁宇认为：“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
取了一种‘斑马式’的组织。”这种“斑马式”的组织是指：
A. 分封与宗法相结合
B. 郡国并行制
C. 王权与神权相结合
D. 郡县两级制

5. 选择题　　　　　　　　 　　　　 　　　　 　 　　
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形成。有学者称：“科举制取代察举制，是冷冰冰的科
场角逐取代儒家贵族政治的过程，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
结果。”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察举制是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体现
B. 科举考试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
C. 察举制是外儒内法思想下的制度体现
D. 科举制忽略实用性学问和创新意识

6.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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