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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东城高二（下）期末 

历    史 

2023.7 

本试卷共 8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长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45 分） 

本部分共 15题，每题 3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要求的一项。 

1.以下是入选“2022 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北尚义四台遗址考古成果简介，这遗址 

文化遗存 发现的遗址、遗物 

第一组遗存 

（距今 10400—10000 年） 

6 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7—10 平方米。石器主要是刮削器、石球，陶

器纹饰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相近 

第二组遗存 

（距今 9200—9000 年） 

4 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8—12 平方米。石器主要为研磨器，骨器主要

是骨针、骨锥等 

第三组遗存 

（距今 7600—7400 年） 

17 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8—12 平方来。发现石磨盘、磨棒、石铲等工

具和碳化的粟与黍 

第四组遗存 

（距今 7300—7100 年） 

10 余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10—16平方米。以麻点纹为代表的筒形罐

文化因素，与内蒙古裕民遗址文化一致 

①为研究北方农业起源提供了资料 

②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特征的例证 

③反映了私有制的出现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④展现了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该遗址先民走向定居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商朝前期，商王得到内服臣子的辅佐，又积极拉拢方国，维系了国家的稳固。商朝中期多次出现王位之

争，部分方国不再朝王纳贡。盘庚迁殷后商王势力强盛，方国逐渐归附商王统治。由此说明 

A.外服是商朝统治的主要支柱 

B.内外服制依靠血缘关系维系 

C.原始民主传统在商朝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D.内外服制的兴衰以中央力量的强弱为转移 

3.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招揽异国人才到本国做官，形成了客卿制度。异国人才如获君主赏识，便可授

予尊官高职，从布衣而“立擢卿相”。该制度 

A.冲击了旧的贵族等级体系 

B.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C.标志着选官制度成熟，统治基础扩大 

D.体现了儒家学派“民贵君轻”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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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巾起义失败后，战争频发，导致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其中出现长期战乱的时期

是 

①东汉末年  ②西晋中后期  ③十六国时期  ④南朝中前期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5.宋代改变户籍制度，分主户与客户，佃农摆脱了过去只能是地主私属的卑贱身份，成为编户齐民。租佃

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对此评述正确的是 

A.户口主要按其职业进行分类 

B 政府对佃农的人身束缚减轻 

C.户籍制度的变革适应了租佃关系的发展 

D. 主客户之分违背了征税标准的变化趋势 

6.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的《人身图说》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解剖学著作。然而，人体解

剖并未在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流传，反倒是进入了画家笔下，如清代扬州八怪罗聘的《鬼趣图》里就用《人

身图说》中的骨骼图来画鬼。这反映了当时中国 

A.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技术  B.形成了中西艺术的交融 

C.美术界焕发了新的生机  D.对自然科学认识的落后 

7.《西安地区历代城市示意图》（见下图）描绘了不同时期城址及规模。据此可以判断影响古代城市建设的

因素有 

①生产力水平提高 

②政治中心的变化 

③人口流动性增强 

④经济重心的转移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8.历代中央政权都重视加强同东北地区的联系，以下措施实施的先后顺序是 

①设立黑龙江将军  ②设护乌桓校尉  ③设立奴儿干都司  ④册封渤海郡王 

A.③④②①  B.④①②③  C.②①③④   D. ②④③① 

9.下表是《瀛寰志略》一书对不同地区的介绍,这反映了作者 

地区 介绍 

欧洲 
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

之，益加精妙 

美国 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中国 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展极 

A.抛弃了“天朝上国”的观念   B.主张学习西方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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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视欧洲先进的物质文明   D.认为西方文明源于中国 

10.1842 年，清朝设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对外通商、交涉事宜。1861 年，设总理衙门，

主管外交、海关、派出驻外使节等事务、同时置南、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和直隶总督兼任，可独立处理

当地对外事务。此后，其他地方督抚也可与外国谈判，订立条约。上述变化反映出 

①外交近代化的趋势  ②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③中央集权受到挑战  ④清政府统治的根基严重动摇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 ②③④ 

11.晚清时期，中国不断遭受外国入侵，中国军

民积极反抗侵略。下列史事发生的空间位置与

右图序号对应正确的是 

A.1878 年，清军打败阿古柏势力，后在①建省 

B.1885 年，冯子材率军在④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C.1895 年，北洋舰队在③沿海地区与日军作战 

D.1900 年，义和团在②顽强阻击八国联军进攻 

12.1897 年 2 月，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

款》，规定中国未经与英国议定，“不能将现在

仍归中国在湄江左岸之江洪土地……让与他

国”，云南地区修铁路，要与英属缅甸的铁路相

连。3 月，法国驻华公使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要求中国不将海南岛割让他国。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中国经济被西方资本垄断   B.列强在中国强租租借地 

C.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D.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13.1903 年,章炳麟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提出“吾观洪氏（洪秀全）之举义师······然则洪氏之败，

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该书“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回归正

途）”，认为革命“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表明章炳麟 

①阐释了民主共和制的理论 

②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纲领 

③认为舆论宣传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认识到社会变革需要进行广泛的文化更新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4.张謇认为教育关乎国运盛衰，但“国文、历史课仅恃书籍讲解，不足以征事物；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

亦必先有实观之处所”，同时列强“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我之落魄士大夫醉心金帛，不惜为之耳目，稗贩

驰驱”，为此张謇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并不断扩展。由此可知南通博物苑 

①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  ②兼顾教育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双重功能 

③体现国家观念和公共意识  ④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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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史实与结论对应正确的是 

 史实 结论 

A 
司马迁称孔子“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

圣矣” 

儒家民本思想被统治者付诸

于政治实践 

B 
韩愈称“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意在维护儒家纲常 

C 
梁启超说“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

者斯强矣” 

梁启超倡导三权分立原则 

D 
孙中山说“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因为

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 

孙中山认为考试权是共和政

体的核心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55 分） 

本部分共 4题，共 55 分。 

（17 分）古代军队建设 

材料一  （西周）被封者率本族人到封地后，首先建立军事据点，由点向面扩展。这种据点称为“国”，

“国”以外称为“野”。国、野的居民称为国人、野人。前者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承担当

兵作战的义务；野人是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居民，是井田制下的劳动者。 

（秦汉）在郡县在籍男子承担徭役的基础上，普遍征发丁役当兵。如汉代男子在 23—56岁之间，必须服兵

役 2 年。汉武帝时还从熟悉胡、越情况的汉族、匈奴族平民中募兵，以应战争需要。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到秦汉兵源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变化的背景。（8 分） 

 

 

材料二  官府经营贸易称回图贸易（简称回易）。在两宋时期，军队广泛从事回易活动。宋初，太祖特

许将领在“所部州县，筦榷（指盐铁酒等商品专卖）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中央政

府为军队回易广开绿灯最直接目的是补贴军费，但将领“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由于回易的

普遍，大量士兵不参与训练，军中有“匠民、乐工、组绣、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

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所制产品多为将领回易赢利。“诸军屠酤（指经商）城市，日夺官课，重

载络绎，不税一钱”“且是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 

——摘编自李洪《宋代军队回易述论》等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述宋代军队回易盛行的现象。（9 分） 

 

 

17.（9 分）地方行政区划 

长江中下游历代政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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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是唐、北宋、元、清四朝长江中下游政区示意图。请指出四张地图对应的朝代，并说明理由。

（4 分） 

 

 

（2）观察图①②，举例说明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变化,结合所学概括这一变化的影响。（5 分） 

18.（17 分）近代社会史迁 

材料一        19 世纪后期设立新式学堂一览表 

创办时间（年） 学堂名称 地点 主要专业设置 创办者 

1862 京师同文馆 北京 英文、法文、俄文 总理衙门大臣奕䜣 

1866 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 舰船制造和驾驶 闽浙总督左宗棠~ 

1883 金陵同文电学馆 南京 电讯 两江总督左宗棠 

1885 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 枪炮使用、攻守战法 直隶总督李鸿章 

1887 新疆俄文馆 迪化 俄文 新疆巡抚刘锦棠 

1887 广东水陆师学堂 广州 舰船驾驶、陆战战术 两广总督张之洞 

1890 威海水师学堂 威海 舰船驾驶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 

1893 北洋医学馆 天津 军医 直隶总督李鸿章 

1896 江南陆师学堂 南京 马、步、炮兵种阵法 两江总督张之洞 

（1）19 世纪后期，中国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依据材料一概括新式学堂的特点，并分析这些特点

形成的愿意。（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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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上海已经变了，街道比以前宽阔，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男子已经剪掉辫子。

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我很想打抱不平，但想到治外法权，只好压抑

了满腔气愤。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

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剩余劳力······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工业又无法发展。只要军阀们肯出钱，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

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老朋友，村庄的情形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糟。女人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

布又好又便宜。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去了，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我的大伯

母）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

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

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2）材料二是 1917 年蒋梦麟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记述的见闻，请以社会变迁为主题解读材料。（9 分） 

 

19.（12 分）史料研读 

以下是有关唐朝西北地区的史料 

史料名称 内容介绍或内容节选 

①《唐西周高昌县上安西都

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

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 

吐鲁番出土文献，内容是住长安的胡商曹禄山向西州都督府（隶属于安西

都护府）申诉，称汉商李绍谨借曾兄长丝绸后司往西域经商，其后兄长失

踪。西州都督府交下属高昌县审理判李绍谨归还本息。 

②《新唐书•地理志》 

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

碛 ， 二 百 二 十 里 至 银 山 碛 … … 渡 淡 河 ， 至 焉 耆 镇 城 。 

……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指驻军机构）

城……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 

③《银山碛西馆》《宿铁关西

馆》 
是唐朝岑参在银山碛馆驿、铁门关馆驿所做两首诗，描写了边塞生活。 

④《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

士杨神岳便麦契》 

敦煌出土。内容包括立契当事人（杨神岳）、标的物（小麦）、数量（捌

硕）、还贷期限（八月）、违约责任（牵掣车牛杂物）、立契原则（官有政

法、人从私契）。 

⑤《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

南县桓德琮典舍契》 

吐鲁番出土。记载了洛阳坊民张元隆（西域高昌人）和桓德琮围绕房产质

押后未及时偿还债务所产生的纠纷，经坊正调解，限期还钱，重订了这份

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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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

案》 

吐鲁番出土的互市官司制定的物价表，记载了来自中原、中亚、西亚、欧

洲等 350 种商品，商品按质分三种价格，并设置了不同商品的“行”。 

⑦回鹘铜钱 
在北庭古城发现，圆形方孔，背面胡文，正面汉字“日月光金”，判断与

摩尼教有密切联系。 

 

（1）按史料类型，将材料中的文献史料进行分类并写出序号。 

（2）运用上述史料，确定两个主题展开历史研究。 

要求：主题明确。研究包括史料说明，及由此得出的历史认识。每个主题至少依据两则史料（标序号），

同一史料可在不同主题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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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45分）本部分共 15题，每题 3分，共 45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

题目要求的一项。 

1．【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石器时代的文明，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分析，予以作答。 

【解答】材料中研究的是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有利于为研究北方农业起源提供资料。中华自古以来都是

多元一体的国家，研究河北的遗址属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例证。材料中的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展现

了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该遗址先民走向定居，应该选择①②④，B 项正确； 

题干信息没有反映私有制的出现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排除 ACD。 

故选：B。 

2．【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商朝的建立和内外服制度，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分析，予以

作答。 

【解答】通过材料“商朝前期，商王得到内服臣子的辅佐，又积极拉拢方国，维系了国家的稳固。商朝

中期多次出现王位之争，部分方国不再朝王纳贡。盘庚迁殷后商王势力强盛，方国逐渐归附商王统治。”

商朝不同的阶段在。内外服制度发展的不同程度，可以得知内外服制的兴衰以中央力量的强弱为转移，

选择 D； 

内服应该是统治的主要支柱，排除 A； 

内外服制度不是由血缘来进行联结的，排除 B； 

材料中没有提到原始民主，排除 C。 

故选：D。 

3．【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需要学生阅读史料并结合所学作出回答。 

【解答】从材料“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招揽异国人才到本国做官，形成了客卿制度。异国人才如获

君主赏识，便可授予尊官高职，”“立擢卿相”和所学知识可知，很多出身平民的人能够成为官僚，这打

破了以前的世袭官制，冲击了旧贵族的等级体系，A 正确； 

BCD 选项是对材料片面的理解，排除。 

故选：A。 

4．【答案】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历史文化常识，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分裂割据势力，进入了魏蜀吴政权对立的局面，西晋中后期和南朝中前期

也长期处于战乱时期，选择 B； 

通过所学知识可知，十六国政权维持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所以说并没有进行长期战乱，所以排除

ACD。 

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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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案】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材料中发生了佃农地位的变化，得益于中国古代租佃经营的发展，所以说户籍制度的变革适应

了租佃关系的发展，选择 C； 

材料中没有提到户口按照什么方式分类，排除 A； 

材料没有提到赋役制度，也不能体现政府对佃农的人身束缚减轻，排除 B； 

主客户之分没有违背了征税标准的变化趋势，排除 D。 

故选：C。 

6．【答案】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通过材料“人体解剖并未在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流传，反倒是进入了画家笔下”可知中西方之间

的文化进行了交流交融，选择 B； 

材料中的所述是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但不能说明开始接受，排除 A； 

材料中的重点不是焕发了新机，排除 B； 

材料中重点提到的是中西方的交流，不是对自然科学认识的落后，排除 D。 

故选：B。 

7．【答案】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古代城市的发展，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材料中的图示资料显示，长安、镐京、西安、咸阳等都是各个朝代的都城，所以受到了政治中

心变化的影响，除此之外生产力的水平和人口流动因素也是会影响城市的建设，选择 A； 

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图中没有显示出来，不能选择④，排除 BCD。 

故选：A。 

8．【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加强对东北地区管辖的措施，依据题干要求“施实施的先后顺序”并结合所

学知识进行分析。 

【解答】①黑龙江将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设立； 

②护乌桓校尉于西汉设立； 

③明永乐九年（1411），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 

④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故 D 正确。 

9．【答案】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新思想的萌发，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通过对材料中对欧洲、美国和中国的介绍，可以知道在《瀛寰志略》中作者介绍了西方的先进

的技术和民主制度，说明作者在正视欧洲先进的物质文明，选择 C； 

中国始终没有抛弃“天朝上国”的观念，排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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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不仅仅提到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排除 B； 

材料中认为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但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发达于中国，排除 D。 

故选：C。 

10．【答案】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材料中“清朝设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可知设立外交机构，清政府的外交走向近代

化，设总理衙门与世界接轨。通过材料“由两江和直隶总督兼任，可独立处理当地对外事务。此后，其

他地方督抚也可与外国谈判，订立条约”可知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了影响。并且中国的近代化外交并不是

主动进行的，是由于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的产物，故选择 A； 

1842 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旧是受到清政府的统治，④不准确，排除 BCD。 

故选：A。 

11．【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了中国近代史综合，要求学生阅读史料并结合所学作出回答。 

【解答】结合所学可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于 1884 年在新疆建立行省，位于①处，A 正确； 

镇南关位于越南，而④是中国北方，排除 B； 

甲午战争战场主要在北方，排除 C； 

义和团在河北廊坊阻击八国联军，而②位于广东，排除 D。 

故选：A。 

12．【答案】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通过所学知识，中国在 1897 年时正处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期，中英的规定中，仍归

于中国的领土却不能自行的统治处理，说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选择 C； 

材料中没有提到中国经济被西方资本垄断，排除 A； 

材料中没有提到列强强租租借地，排除 B； 

中国是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才彻底沦为半殖民地，时间不符，排除 D。 

故选：C。 

13．【答案】D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通过对材料“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可知，章炳麟

认识到不通俗易懂，也难以被文化落后的广大民众所接受，社会变革需要进行广泛的文化更新。通过材

料“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可知章炳麟认为舆论宣传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选择 D； 

材料中没有阐释民主共和制，也没有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纲领，排除 ABC。 

故选：D。 

14．【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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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材料中“为此张骞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并不断扩展”可知兼顾了教育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双重作

用。通过材料“张骞认为教育关乎国运盛衰”可知体现国家观念和公共意识，所以②③正确，选择 C； 

材料中没有提到是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也不能体现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排除 ABD。 

故选：C。 

15．【答案】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史料的重要作用，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通过材料“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

之情”翻译过来，可知（佛）嘴里不说上古贤明君王合乎礼法的言语，身上不穿上古贤明君王合乎礼法

的服装。不知道君主与臣下应守的道德规范、父亲和儿子之间相互的感情。韩愈意在维护儒家纲常，选

择 B； 

通过材料“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知是在重视孔子的“六艺”，

应该排除 A； 

通过所学可知，梁启超倡导的是民权和分权，不是三权分立，排除 C； 

通过材料“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可知孙中山强调考试权的重要性，而不是认

为考试权是共和政体的核心，排除 D。 

故选：B。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55分）本部分共 4题，共 55分。 

16．【答案】（1）变化：西周时期的兵源来自于周统治部族成员；秦汉时期的征兵来自于郡县在籍男子；

汉武帝还会去外族进行征兵。 

背景：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周天子的管辖权利较小，只能管理内服王畿地区。秦汉时期实行

的是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垂直管理地方。 

（2）评述：积极影响：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利于更好地补贴军费；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宋代放宽了

对市的时空的限制，有利于更好地发展贸易。 

消极影响：回易现象使得军队战斗力大大减弱；士兵因为政府的免税政策，大肆的进行贸易，阻碍了部

分民间贸易的发展。 

【分析】（1）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古代史综合，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2）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古代史综合，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1）通过材料“前者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承担当兵作战的义务”可知西周时期

的兵源来自于周统治部族成员；通过材料“在郡县在籍男子承担徭役的基础上，普遍征发丁役当兵”可

知秦汉时期的征兵来自于郡县在籍男子；通过材料“汉武帝时还从熟悉胡、越情况的汉族、匈奴族平民

中募兵，以应战争需要”可知，汉武帝还会去外族进行征兵。 

背景：通过所学知识可知：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周天子的管辖权利较小，只能管理内服王畿

地区。秦汉时期实行的是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垂直管理地方。 

（2）评价：积极方面：通过材料“中央政府为军队回易广开绿灯最直接目的是补贴军费”可知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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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支持，有利于更好地补贴军费；通过所学知识可知，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宋代放宽了对市的时空

的限制，有利于更好地发展贸易。 

消极方面：通过材料“由于回易的普遍，大量士兵不参与训练”可知回易现象使得军队战斗力大大减弱；

通过材料“且是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可知士兵因为政府的免税政策，大肆的进行贸易，阻碍了

部分民间贸易的发展。 

故答案为： 

（1）变化：西周时期的兵源来自于周统治部族成员；秦汉时期的征兵来自于郡县在籍男子；汉武帝还

会去外族进行征兵。 

背景：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周天子的管辖权利较小，只能管理内服王畿地区。秦汉时期实行

的是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垂直管理地方。 

（2）评述：积极影响：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利于更好地补贴军费；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宋代放宽了

对市的时空的限制，有利于更好地发展贸易。 

消极影响：回易现象使得军队战斗力大大减弱；士兵因为政府的免税政策，大肆的进行贸易，阻碍了部

分民间贸易的发展。 

17．【答案】（1）材料中第一幅图是北宋，因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便被划分为路、州、县三级； 

材料中第二幅图是清朝，因为清政府采用三级行政区划系统，全国以省﹣府、直隶州﹣县三级制为主； 

材料中第三幅图是唐朝，因为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道、州、县； 

材料中第四幅图，因为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为行省制度。 

（2）原则：图一是宋朝，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是主要根据山川地形划分，局部地区辅以犬牙交错的原

则；图二是清朝，犬牙交错的原则发展到了顶峰。 

影响：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有利于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尽量减少割据势力的形成。 

【分析】（1）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古代史综合，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2）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分析材料予以作答。 

【解答】（1）通过观察材料图一中的广南西路、江南西路，可发现“路”这一行政单位，这属于北宋的

行政划分； 

图二中显示的是广西省、广东省，可发现“省”这一行政单位，这属于清朝的行政划分； 

图三中的江南道，可发现“道”这一行政单位，这属于唐朝的行政划分； 

图四中的行省可知，属于元朝的行政划分。 

（2）原则：通过所学知识可知唐宋之前主要以山川地形划分，元朝以后主要是一犬牙交错的原则为主

导。 

影响：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犬牙交错的原则有利于更好地加强中央

集权，尽量减少割据势力的形成。 

故答案为： 

（1）材料中第一幅图是北宋，因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便被划分为路、州、县三级； 

材料中第二幅图是清朝，因为清政府采用三级行政区划系统，全国以省﹣府、直隶州﹣县三级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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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第三幅图是唐朝，因为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道、州、县； 

材料中第四幅图，因为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为行省制度。 

（2）原则：图一是宋朝，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是主要根据山川地形划分，局部地区辅以犬牙交错的原

则；图二是清朝，犬牙交错的原则发展到了顶峰。 

影响：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有利于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尽量减少割据势力的形成。 

18．【答案】（1）特点：数量多；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地区；内容涉及西方的军事技术、语言等；主要是

官办；注重培养实用性人才。 

原因：列强入侵，民族危机严重；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洋务运动的开展；部分士大夫的推动。 

（2）解读：观点：蒋梦麟的见闻反映了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阐述：背景：辛亥革命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新文化运动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西方文明的传播；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表现：断发易服；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妇女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和到工厂就业；强调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 

影响：有利于西方思想的传播，促进思想解放；促进社会风气的变化；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分析】本题考查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第一问，特点：依据材料一表格信息从数量、

地点、内容以及主导者等角度分析；原因：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阶级等角度

分析；第二问，依据材料二，结合民国初年社会生活变迁的表现及其背景和影响分析。 

【解答】（1）特点：依据表格中的学堂名称可知，数量多；依据表格中的地点可知，主要分布在沿江沿

海地区；依据表格中的主要专业设置可知，内容涉及西方的军事技术、语言等；注重培养实用性人才；

依据表格中的人物可知，主要是官办。原因：依据表格中的时间并结合所学可知，列强入侵，民族危机

严重；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洋务运动的开展；依据表格中的人物可知，部分士大夫的推动。 

（2）解读：综合材料二可以得出观点是蒋梦麟的见闻反映了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然后依据

材料二，结合所学从背景、表现以及影响等角度进行阐述。背景：依据材料“1917年”并结合所学从辛

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角度分析。表现：依据材料“到处可以看到穿

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男子已经剪掉辫子”可知，断发易服；依据“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

车和电车罢”可知，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依据“女人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年轻的

一代都上学堂去了，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可知，妇女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和到

工厂就业；依据“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可知，强调男女平等，婚姻

自由。影响：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可知，有利于西方思想的传播，促进思想解放；促进社

会风气的变化；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故答案为： 

（1）特点：数量多；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地区；内容涉及西方的军事技术、语言等；主要是官办；注

重培养实用性人才。 

原因：列强入侵，民族危机严重；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洋务运动的开展；部分士大夫的推动。 

（2）解读：观点：蒋梦麟的见闻反映了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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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背景：辛亥革命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新文化运动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西方文明的传播；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表现：断发易服；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妇女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和到工厂就业；强调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 

影响：有利于西方思想的传播，促进思想解放；促进社会风气的变化；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19．【答案】（1）史迹遗存：③④⑤⑥⑦ 

历史文献：①② 

（2）一主题：中国唐朝时期，中外交流频繁。 

史实：⑥《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和⑦回鹘铜钱。 

说明：通过《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记载了来自中原、中亚、西亚、欧洲等 350 种商品可以看出中

国唐朝和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贸易交往频繁，并为此建立了不同的互市价格表。通过观察回鹘

铜钱，可以看出中国由摩尼教的传播，说明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 

二主题：唐朝时期推崇契约制度。 

史实：④《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士杨神岳便。麦契》和⑤《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

契》。 

说明：通过研究：《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士杨神岳便麦契》和《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

舍契》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唐朝重视利用契约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贸

易矛盾。 

【分析】（1）本题考查的是史料的重要作用，要求考生在掌握识记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分析，予以作答。

史料的重要作用和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和隋唐的大一统发展。 

（2）本题考查的是史料的重要作用和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和隋唐的大一统发展，要求考生在掌握识

记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分析，予以作答。史料的重要作用和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和隋唐的大一统发展。 

【解答】（1）史迹遗存：这类史料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尚存的各种实物。具体包括：地上和地下

的遗址和遗迹；传世和出土的文物。所以可以判断是③④⑤⑥⑦。 

历史文献：这类史料是指一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具体包括：历代史书、档案、铭刻、调查资料

等。所以可以判断是①②。 

（2）通过研究以上几个史料的内容可以选择两个主题，从⑥《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和⑦回鹘铜钱

两则史料可以提炼一个主题：中国唐朝时期，中外交流频繁；通过④《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士杨神岳

便。麦契》和⑤《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两则史料可以提炼一个主题：唐朝时期推

崇契约制度。 

故答案为： 

（1）史迹遗存：③④⑤⑥⑦ 

历史文献：①② 

（2）一主题：中国唐朝时期，中外交流频繁。 

史实：⑥《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和⑦回鹘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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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通过《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记载了来自中原、中亚、西亚、欧洲等 350 种商品可以看出中

国唐朝和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贸易交往频繁，并为此建立了不同的互市价格表。通过观察回鹘

铜钱，可以看出中国由摩尼教的传播，说明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 

二主题：唐朝时期推崇契约制度。 

史实：④《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士杨神岳便。麦契》和⑤《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

契》。 

说明：通过研究：《唐天宝十三载龙兴观道士杨神岳便麦契》和《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

舍契》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唐朝重视利用契约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贸

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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