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文综历史考题（辽宁省大连市）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文综历史考题（辽宁省大连市）

1. 　　　　　　　　 　　　　 　　　　 　 　　
《礼记·大学》记载：“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简而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由此可知
A. 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性
B. 分封制是家国同构产生的制度根源
C. 血缘纽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础
D. 国人追求社会的稳定和家族的和睦

2. 　　　　　　　　 　　　　 　　　　 　 　　
张汤是汉武帝时实行严刑峻法的重要人物。司马迁评价“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将其列入
《史记·酷吏列传》。东汉初年的班固则评价“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其后”，
将其独立列入《汉书·张汤传》。这一变化反映出
A. 东汉执政理念存在去法家化倾向
B. 评价历史人物受儒家思想影响
C. 班固对张汤的评价比司马迁客观
D. 东汉政治环境比西汉更加恶劣

3. 　　　　　　　　 　　　　 　　　　 　 　　
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唐代，漕运线路呈现出

东南、西北向的变动。宋元明清时期，漕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出现上述变化

的原因是

A. 中原人口的日渐流失
B. 关中自然环境的恶化
C. 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
D.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4. 　　　　　　　　 　　　　 　　　　 　 　　
明清时期，苏州“盛产丝绸、布匹、书籍，各种日用品和工艺品，输向全国乃至海外。又从全
国各地输入各种手工业原料、居民食粮，又担负着转输全国各地商品的职能，与海外市场也有

着广泛的联系。”据材料可知，明清时期
A. 苏州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市场
B. 政府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
C. 国家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D. 苏州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5. 　　　　　　　　 　　　　 　　　　 　 　　
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
约束已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安已国律例核办”。这一约定
A. 为日本侵华创造了条件
B. 说明清政府已深谙近代外交
C. 表明中日逐步走向联合
D. 表明双方未意识到司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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