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上半期第一次月考历史题带答案和解析（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第年高二上半期第一次月考历史题带答案和解析（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第

一中学）一中学）

1. 选择题　　　　　　　　 　　　　 　　　　 　 　　
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
这表明了儒者（ ）
A. 不能适应现实政治 B. 反对进行社会变革
C. 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D. 以复古为政治目标

2. 选择题　　　　　　　　 　　　　 　　　　 　 　　
《庄子•天道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
吉，应之以乱则凶。”两者都强调
A. 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
B.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C.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D.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3. 选择题　　　　　　　　 　　　　 　　　　 　 　　
战国时期，有儒者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韩非子认为：“民弱国
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对此解读合理的是
A.儒法思想具有互通性
B.实现国强民富成为士人共识
C.法家更顺应时代潮流
D.儒家强调统治者应为政以德

4. 选择题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的“儒术”指
A. 吸收了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儒学 B. 正统的孔孟学说
C. 柔和了道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儒家 D. 儒家学说与权术

5. 选择题　　　　　　　　 　　　　 　　　　 　 　　
董仲舒《春秋繁露》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
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据此可看出董仲舒的主张是
A. 君权神授
B. 天人感应
C. 无为而治
D. 知行合一

6. 选择题　　　　　　　　 　　　　 　　　　 　 　　
“天理”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包含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天理”既是天之大理，又
是物之小理，还是人之道理的观念系统。现在有人做了坏事，仍被称为“伤天害理”或“天理难
容”。朱熹认为要想知道“天理”何在，必须
A. 内心反省
B. 考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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