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州市高三历史高考模拟（梅州市高三历史高考模拟（2022年上册）在线答题年上册）在线答题

1.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一些远古传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如把“黄帝四面”解释为“派遣四个大臣
去治理四方”，把“黄帝寿长300年”说成“影响后世300年”。这表明
A. 儒家思想具有理性精神 B. 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
C. 远古神话是儒家的根源 D. 儒家宣扬君权神授

2. 　　　　　　　　 　　　　 　　　　 　 　　
某学者研究了古代中国政治从“三公九卿”发展到“三省六部”的历史，认为古代中国政治有了一
定的“现代属性”，其主要依据是
A. 中央部门有精简、名称也得到更改
B. 皇室事务逐渐从政府部门剥离
C. “三省”体制下大臣议政能集思广益
D. 六部隶属于皇帝提高行政效率

3. 　　　　　　　　 　　　　 　　　　 　 　　
明朝中叶以后，苏州大涝，桑蚕减产，丝织品的税收却有增无减，官局还垄断了丝织业，以低

价强迫民间机户限期为官局生产，并强制压价收买。清朝康熙时，政府规定有些工匠需“五人
连环互保，取结报册，”限制其人身自由。以上措施
A. 保证了官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B. 阻碍了家庭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C. 强化了小农经济的根本性地位
D. 加重了民营手工业的经济负担

4.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主张：“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
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

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近代中国“汲取欧洲文明”的过程
A. 受制于多重障碍，顺序与此正好相反
B. 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开始主张“改变政令”
C. “变革人心”偏重于实用和形式主义
D. “有形的物质”建设从民国时期开始起步

5. 　　　　　　　　 　　　　 　　　　 　 　　
历史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实行土地私有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所有权与极其分散的租佃关

系并存的小农经济格局，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造成旧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新中国成立

初期开展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方式改造小农经济，其现实目的是

A. 遏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B. 弓}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C. 保障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
D. 发展农业生产满足工业化要求

6. 　　　　　　　　 　　　　 　　　　 　 　　
罗马法规定，善意和诚信是有效缔结契约的前提。具有欺诈故意的行为，或者是因不讲诚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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