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中原名校联盟 2024 届高三上学期 9 月调研考试 

历    史 
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

的指定位置。 

    2．请按题号顺序在答题卡上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

题区域均无效。 

    3．选择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选答案的标号涂黑；非选择题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上

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4．考试结束后，请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5．本卷主要考查内容：中外历史纲要（上）第 1～15 课。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图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通天洞遗址出土的碳化小麦和碳化青稞，年代在距今约 5000 年，这

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青稞。这可以用来说明 

 

    A．中国是最早种植小麦、青稞的国家  B．中国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C．古代中国形成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  D．农作物的出现使人类过上定居生活 

2．商朝所分封的附属国君长，与商王很少有血缘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时常反叛商王的统治。而西

周利用宗法血缘关系把众多的诸侯同周政权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这反映出西周分封制 

    A．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新模式          B．扩大了西周的统治疆域 

    C．加强了周王对地方的控制          D．保障了西周的长治久安 

3．春秋战国时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去，部分商人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兴盛

或衰亡，例如春秋时期的子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等。这反映了当时 

    A．商人势力过大危及统治            B．崇商尊商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C．商业发展环境较为宽松            D．商业文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4．商鞅认为：“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施行）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

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其意在 

    A．强调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B．倡导“尚武”的社会风气 

    C．借助武力巩固专制统治            D．阐释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宝 

5．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

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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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楚”。这反映出当时 

    A．人们对封建制度不满              B．社会阶级矛盾激化 

    C．中央集权已名存实亡              D．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6．据《汉书》记载，汉惠帝时期（公元前 195—前 188 年）曾下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

有罪当刑者，皆完之。”这一规定 

    A．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B．突出了法律至上的观念 

    C．保证了司法审判的公正            D．蕴含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7．《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

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惟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天帝而

告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其意在 

    A．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B．彰显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 

    C．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          D．恢复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 

8．下图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农耕图”，绘制于唐代。此图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A．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展          B．中原农耕技术的推广 

    C．政府主导边疆地区的开发          D．自耕农生活困苦不堪 

9．曹操当政时，先后发布了三次求贤令，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

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这一举措客观上 

    A．保证了科举录取的公平公正性      B．选拔了德才兼备的官员 

    C．摆脱了血缘关系对政治的影响      D．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10．两税法将贵族、官吏、商人、地主、农民等群体按资产多寡分为九等户籍，形成“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这一做法意在 

    A．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              B．加强对百姓的人身控制 

    C．破除森严的等级制度              D．推动社会关系的平等化 

 

11．唐代小说中对域外风情、物品及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奇特方式、奇能异巧的刻画和描述随处

可见。如《杜阳杂编》对外国贡品“常燃灯”的描述，《朝野佥载》中对真腊国风俗人情的描

绘。上述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 

    A．社会风气开放包容                B．小说创作进入繁荣阶段 

    C．域外文化成为主流                D．工商业市民阶层的壮大 

12．宋太祖赵匡胤明确告知臣僚，只有依靠科举考试制度，才能选取真才；只有打破分裂势力及

士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才能获得寒俊之士的支持，使其为江山社稷的稳固竭尽全力。据此



可知，宋代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 

    A．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              B．解决阶层固化现象 

    C．实践重文轻武的理念              D．扩大封建统治基础 

13．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王安石颁布《畿县保甲条例颁行》。条例规定，以每五家为一组，

五组为一大保。每一农户凡两丁以上，则选一人来当保丁，在平时进行耕种，在战时入伍进

行训练。每一大保当中选择最富裕的人担任保长，防止农民的反抗行为。这有助于 

    A．完善地方行政制度                B．消弭社会矛盾 

    C．加强君主专制统治                D．维护地方治安     

14．辽朝立国初期，契丹贵族迁徙掳掠来的汉人、渤海人在西北草原上建城，发展农业、手工业

和冶矿业生产。这一举措 

    A．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B．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 

    C．推动了先进生产方式传播          D．消除了地方分裂割据的隐患 

15．金熙宗统治期间（1135—1149 年），将大量猛安谋克“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

以官田，使其播种，以充口实”。这一举措 

    A．消除了南北文化的隔阂            B．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C．加速了金朝封建化进程            D．拓展了金朝的统治区域 

16．南宋时期，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会子、四川钱引、关外银会子等纸币逐渐代替铜钱在

市场上流通。这表明当时 

    A．货币管理制度混乱                B．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C．商业经济发展繁荣                D．纸币制造技术趋向成熟 

17．两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

做小商贩往来于城乡之间。这种变化反映了 

    A．长途贩运贸易发达                B．农耕经济的衰退 

    C．“抑商”政策的废除               D．人身控制的松弛 

18．在元杂剧中，商人形象被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青衫泪》中的商人刘一郎、《玉梳记》中

的奸商柳茂英。他们依仗金钱破坏才子佳人的爱情，最后受到惩罚。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A．民众通过杂剧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B．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引发了道德危机 

    C．传统价值观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D．海禁政策导致商人社会地位愈加低下 

19．洪武五年（1372 年），明太祖命行人杨载赴琉球，“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要求琉球奉表称臣，

建立藩属关系。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效臣服，并派遣其弟泰期等随杨载回朝入贡方物。明太

祖“诏赐《大统历》及织金文绮、纱罗各五匹”。明太祖此举旨在 

    A．加强对外经济交往                B．拓展国家的政治版图 

    C．维护国家统一局面                D．诏示政权的正统地位 

20．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 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曰：“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

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

选，俱以贿成。”这主要体现了 

A．选官制度的变革                  B．阶级矛盾的激化   

C．皇帝权力的旁落                  D．晚明官场的腐败 

21．下表反映了清朝康熙初年至道光初年人口、耕地及人均耕地的变化情况。据此，能够被认定

的历史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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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粮食亩产呈现增长趋势            B．封建盛世里潜伏着危机 

C．社会转型条件渐趋成熟            D．广大民众生活富足安逸 

22．清顺治三年（1646 年）颁行的《大清律例》规定：“一切官吏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

或移至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这一举措 

    A．阻碍了新经济因素成长            B．维护了国家主权完整 

    C．保证了地方吏治的清明            D．断绝了对外贸易活动 

23．据 1801 年张鉴等人所著的《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

垦，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据此可知 

    A．人口增长导致人地矛盾突出        B．引种美洲作物导致生态恶化 

    C．农作物商品化趋势成为主流        D．农业技术突破推动荒地开垦 

24．顾炎武编修《肇域志》，“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内容上

遍涉边防、要塞、农田、水利、赋役、粮食、屯田、矿产、交通等与现实生活、百姓利益相

关的问题，密切联系“天下利病，生民疾苦”。这表明顾炎武 

    A．改变了学术发展方向              B．注重历史研究 

    C．重建了儒家思想体系              D．倡导经世致用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52 分。 

2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汉赋的主要内容即铺陈事物，赋者，铺也。赋的内容决定了它文风的绮丽。刘勰《文

心雕龙·诠赋》解释了赋为什么要绮丽的问题：“原夫登记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

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等极尽铺张扬

厉之能事，充分显示其宏阔瑰丽的想象力。汉赋在形式上还讲求对偶和声韵，“丽”本身即为

偶对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

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选韵俱发。”而四、六言的句式和灵活的用韵则使汉赋易于诵

读、抑扬谐调。 

    ——摘编自唐燕飞《论汉赋的特点》 

    材料二  明代时期，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作品适应了百姓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进入明代

中期以后，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到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小说形式种类呈现多样化，有讲史小

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公案小说等。明清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百态，有的是对明清两代的



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有的则是对历史故事和现有社会的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最明

显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该书对中国的封建社会文化、制度进行了批判，反映了当时人们

追求民主社会的愿望。除此之外，明清小说中也描写出一些自由快乐的生活景象，表现的是

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心态。 

    ——摘编自韩亮《浅析明清小说及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汉赋和明清小说的特点。（12 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汉赋和明清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并分析其

共同的价值。（13 分） 

 

26．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其发展趋势是，各民族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在统一时期，无论

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是中国的统一；在分裂时期，是同一个国家内的纷争。

从历史上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多种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

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 

    ——摘编自史金波《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阐述。（要求：写出观点，

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2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5 分） 

    材料  与汉唐相比，宋代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开放包容气象。在这个时期，商业

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与

外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融合。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取消

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参加科举的规定，并实行誊录、糊名等更有利于公平的措施，罢除了唐

代的通榜、公荐等对世家子弟有利的做法。录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制度上为不同阶层、

不同群体打开了通过科场的角逐实现社会流动的通道。如寒门子弟欧阳修、范仲淹科举显荣，

边远士子苏轼、苏辙同榜登科。在宋代，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诗词、小说、绘画、

书法等，这些文化形式的繁荣为文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尽管宋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很

高的开放度，但宋代仍然运行在王朝体制的轨道上，其基本制度、基本观念、生产关系等规

范社会运行形态的基本因素并未出现根本的变革，有些方面，例如对百姓的苛重负担、政治

生态的每况愈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开放包容气象的主要表现。（9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代开放包容的气象。（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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