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年高二9月月考历史（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中学）月月考历史（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中学）

1. 选择题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此段属于下列哪位思想家的言论
A.孔子 B.孟子 C.董仲舒 D.朱熹

2. 选择题　　　　　　　　 　　　　 　　　　 　 　　
下面是春秋战国时期四位著名思想家的言论，哪位思想家的主张最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

A.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B. “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C. “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D. “吾以是明仁义而爱惠之不足，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3. 　　　　　　　　 　　　　 　　　　 　 　　
孟子曾批判某家学说：“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司马迁也说它：“使天下法若此，
则尊卑无别也。”他们批判的是
A. 儒家的“仁政”思想
B. 荀子的“性恶论”思想
C. 法家的“刑不避大夫”思想
D. 墨家的“兼爱”思想

4. 选择题　　　　　　　　 　　　　 　　　　 　 　　
谥号是对帝王、大臣、贵族生前事迹进行评价褒贬给予的称号。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

议君,是不敬,于是废了谥号。西汉时期又恢复了这一制度，除刘邦谥号“高皇帝”外，其余皇帝
谥号中大都有“孝”字。秦汉谥号的废立表明，当时
A. 谥号是贵族享有的特权 B. 大一统王朝的权威加强
C. 谥号具有舆论监督作用 D. 统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

5. 选择题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
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他提出
此观点的主要目的是（ ）
A.借助天意加强君权 B.教导百姓积德行善
C.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D.强调人民力量巨大

6. 选择题　　　　　　　　 　　　　 　　　　 　 　　
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对这一思想准确
的理解是（　　）

A. 认为民性本善，君权天授 B. 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
C. 建议以礼入法，以礼入俗 D. 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7. 选择题　　　　　　　　 　　　　 　　　　 　 　　
儒学从先秦时期的民间学说到汉代转变为官方学说，主要是因为 （ ）
A.统治者的提倡 B.社会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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