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福建2022年高三历史上期月考测验带参考答案与解析年高三历史上期月考测验带参考答案与解析

1. 选择题　　　　　　　　 　　　　 　　　　 　 　　
有学者指出：“多元起源的文明火种，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汇聚中原，成为中华
文明长盛不衰的母体。”当时，构成中华文明母体的内涵之一是
A. 早期政治制度开始萌发
B. 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形成
C. 个体小农经济开始兴起
D. 宗法分封制趋于解体

2. 选择题　　　　　　　　 　　　　 　　　　 　 　　
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经常记载分封诸侯的指令，要求诸侯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

度。这表明分封制

A. 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B. 吸收了当地的法令制度
C. 扩大了统治的疆域
D. 传播了西周的思想文化

3. 选择题　　　　　　　　 　　　　 　　　　 　 　　
《周礼》记载：两人见面，如果推手位置偏下，表示没有亲属关系；推手位置偏高，一定是同

族本家人；推手位置适中，是有婚姻关系的异姓人。这种见面的礼节反映了

A. 血缘是判断亲疏的唯一依据
B. 父子君臣间的“和合”
C. 礼乐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成
D. 礼乐制度的复杂繁琐

4. 选择题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频频交结王侯，各诸侯国君也非常重视商人阶层。如郑国国君与商人“世
有盟誓”；晋国“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材料表明各诸侯国君重视
与商人阶层关系的主要目的是

A. 成就霸业政治的需要
B. 实行宽松商业政策
C. 改变社会斗富逐利之风
D. 重建官营商业制度

5. 选择题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提倡“德治”“仁政”，墨子倡导“非攻”“尚贤”，庄
子提出“无为而治”，韩非主张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们共同的着眼点在于
A. 创建全新思想体系 B. 顺应时代变革潮流
C. 争夺思想学术阵地 D. 谋划政治统治策略

6. 选择题　　　　　　　　 　　　　 　　　　 　 　　
战国至秦汉，实行新的军功爵制。不仅爵级繁细，而且爵位下移，爵秩不再是某一阶级的专利

品，而成了社会各阶层都有权攀登的晋升之梯。这说明秦汉新爵制

A. 助长了自耕农阶层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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