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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西周制度下，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通过世代的婚姻关系结成亲戚。周天子常称同姓诸侯为伯

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说明西周

A. 宗法制丰富内容而淡化等级
B. 对诸侯区别对待引起了动乱
C. 嫡长子继承是宗法制的核心
D. 亲戚成为分封制的重要依托

2. 选择题　　　　　　　　 　　　　 　　　　 　 　　
春秋时期，大国打出“尊王”的旗号争夺霸主地位，挟天子以号令其他诸侯；战国时期，诸侯不
再尊崇周天子，自行称王并互相攻伐兼并。这反映出当时

A. 统一趋势逐渐增强
B. 中央集权日趋瓦解
C. 贵族政治业已崩塌
D. 宗法原则受到冲击

3. 选择题　　　　　　　　 　　　　 　　　　 　 　　
汉代初年，二千石以上官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在有市籍的商人之外，家资满10万
（文帝时减为4万）可任郎官。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时即可由郎官中选用。这表明汉初
A. 商人入仕优化了官僚体制
B. 世卿世禄体制尚未被打破
C. 因长期战乱官员严重匮乏
D. 依政治需要选官形式多样

4. 选择题　　　　　　　　 　　　　 　　　　 　 　　
有学者指出，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的察举制，以“孝廉”作为选才的重要标准，非孝廉者不能为
官。孝与廉是古人非常推崇的两种德行，尤其是孝更被作为天下之本，所以孝廉首先成为察举

的常科。也是汉代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表明，察举制的实施

A. 开士人入仕之先河
B. 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
C. 保证了官员的品学兼优
D. 杜绝了不良社会风尚的出现

5. 选择题　　　　　　　　 　　　　 　　　　 　 　　
东汉光武帝之时，察举制实施中有了“授试以职”的正式规定，即郡国长官应先对秀才与孝廉委
以一定职务，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这一规定
A. 打破贵族世代为官的陈规
B. 意在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
C. 彰显公开竞争的选官原则
D. 体现对官员吏治才能的重视

6. 选择题　　　　　　　　 　　　　 　　　　 　 　　
北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唐宋时期，州县官严格遵守一年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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