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毕节市贵州省毕节市2021-2022学年高三下学期文综历史学年高三下学期文综历史2月诊断性考试（二）试卷月诊断性考试（二）试卷

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
1. 单选题　　　　　　　　 　　　　 　　　　 　 　　
公元前8世纪末随国与楚国发生战争，随国大夫季梁分析形势说：楚大随小，小国要战胜大
国，必须忠于民而信于神。民是“神之主”，“民和”神就会降福；“民各有心”神就不知所从。这
表明春秋时期（   ）
A. 宗法分封制度瓦解 　　B. 诸侯争霸日渐频繁 　　C. 天命神权思想崩溃 　　D. 民本思想
已经出现

2. 单选题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立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随后，秦朝政府有组织地迁
徙一些北方人到岭南居住。秦朝政府的移民活动（   ）
A. 加强了君主专制 　　B. 扩大了疆域面积 　　C. 促进了民族交融 　　D. 建立了中央集
权

3. 单选题　　　　　　　　 　　　　 　　　　 　 　　
由于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的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

先后经历了绢布、绵到铜钱再到纸币最终银币的变化。这一时期，货币形式变化主要是因为

（   ）
A. 商品经济的发展 　　B. 金属货币的增加 　　C. 民间交易的需要 　　D. 国家税制的改
革

4. 单选题　　　　　　　　 　　　　 　　　　 　 　　
下表是摘引自清代贵州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一些记载。

出处 论述

《安平县志·土产
志》

(玉米）不论高山峻岭及岩石之中，均可种植，功省
收倍，而且粘谷一石得米五斗，玉米一石竟可抵食

米八斗，味甘养人，略亚于稻谷。

《遵义府志·农桑
》

岁视此（玉米）为丰歉、此丰，稻不太热亦无损，

价视米贱而耐实，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

之性命也。

《思南府续志·食
货》

山农锄载石之土，杂种玉来、高梁、粟谷，尤恃番

薯以给朝夕。

据此可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

A. 因地制宜的思想普遍用于实践 　　B. 高产作物种植丰富百姓饮食结构 　　C. 精耕细作的
生产模式得到传承 　　D. 玉米广泛种植有效缓解人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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