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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下学期历史测试卷--参考答案

（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 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48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C
【解析】A选项表述错误，传说神话也是一种二手史料，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B选项表述错误，传说可以

作为史料，但是并非直接证据，直接证据多为一手史料；C选项符合题意，因为该传说从一定程度折射出

了中国在神话时代就已经重视农耕，故正确；D选项，传说史料的史料价值有限，真实程度有待考证，使

用时候需要其它史料相互验证，并不能够直接证明炎帝的真实存在。

2．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阅读史料，透过现象分析本质问题的能力。由材料中“宋代都城多见”可见主要陈述了

宋代都城东京城内出现供商业活动的服务部门，反映了北宋东京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体现了城市商业功能

增强，因此 B符合题意，故正确答案为 B。

3．B
【解析】A选项与设问要求不符合，材料反映的现象是土地兼并，设问要求是土地兼并产生根本原因，A
选项是土地兼并的原因和表现但是不是根本原因；B选项符合题意，因为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是进入封建

社会后土地私有制取代了井田制，而土地私有制容易形成买卖，故是导致兼并的根源；C选项不符合史实，

在封建社会多数朝代是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办法的，如唐朝的均田制；D选项地权和劳动者分离，是土地

兼并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佃农经济，而非土地兼并的原因。

4．C
【解析】材料信息是：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逐渐破产。这说明列强的商品输出在一定程

度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故 C项正确；材料说明列强的商品输出对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生活影响很大，

故 A项错误；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传统的经济迎来了发展机遇，但这不符合材料的主旨信息，故 B项错

误；列强的经济侵略总体上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没有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故 D项错误。

点睛：本题解题的关键是简化材料信息。本题材料可简化为：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逐渐

破产。由此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即可。

5．D
【解析】由材料“……到官府讲理……罪名……被迫停业”等关键信息可知，封建势力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

发展，所以答案选 D，排除 B；材料是通过法律定罪，所以排除 A；C与材料无关，排除。

6．C
【解析】本题考查曲辕犁的相关知识，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代出现了曲辕犁，故 C项正确；秦朝没有发

明曲辕犁，故 A项错误；汉代也农业生产也没有曲辕犁，故 B项错误；宋代不是最早出现曲辕犁的朝代，

故 D项错误。故选 C。

7．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棉纺织业的理解。从材料的信息来看，这主要反映了黄道婆的棉纺织业技术。所

以选 B。

8．A
【解析】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放宽民间办厂限制，民族工业出现初步发展机会，A正

确；②是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B错误；③是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民族工业发展较快时期，C
错误；④是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发展萧条时间，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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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
【解析】由材料时间“1897年”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现象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马关条约》

签订后清政府为赔偿日本，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故答案为 D。维新变法运动发生在 1898年，故排除

A项，B项是在洋务运动期间。C项与史实不符合，甲午战争后，列强侵华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

10.A
【解析】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原料的掠夺，使得农业的商业性大大发展，故 A项正确；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未改变与商业性农业无关，故 B项错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糟糕发展也不足以解

释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故 C项错误；清政府始终不重视商业性农业，故 D项错误。

11.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能力。“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说明中国的生活用品也

被外国市场占领，日常生活也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此本题选择 C选项。A选项说法错误，此时的

中国依旧是在被迫开放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入侵逐渐深入；B选项说法与史实不符；D选项

材料体现不出关税的问题，并且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12.A
【解析】张謇是晚清著名实业家，其兴办工业主是要爱国心的驱使，是要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13.A
【解析】依据题干图示可知，1952-1957年城镇人口数量呈增长趋势，结合所学可知，1953-1957年开始进

行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城镇人口增长，故 A项正确。“大跃进”运动开展是在 1958年，与题干

图示时间不符，故 B项错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 1958年，与题干图示时间不符，故 C项错误。包产到户

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 1978年后开始实行的，与题干图示时间不符，故 D项错误。

14.C
【解析】由材料《北齐书》，可以判断该技术出自南北朝，故选 C。大约在东汉末，我国已可能出现了炼

钢新工艺“灌钢”法的初始形式。南北朝时，綦毋怀文对这一炼钢工艺进行了重大改进和完善，使这种新的炼

钢方法趋于稳定，操作更加方便、实用。西周和秦朝在南北朝之前，排除；明朝在南北朝之后，排除 D。
考点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经济﹒冶金业

15.C
【解析】材料“南阳太守（杜诗）”“造成水排，铸为农器”表明杜诗发明水排，用来鼓风冶铁的，故 C项正

确；水排不是耕作、手工和运输工具，故 ABD项排除。

16.A
【解析】材料“‘社稷’是国家的代称”，‘社’指土地之神，‘稷’指主管五谷之神”说明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故 A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农业与国家的关系，故 BCD项排除。

17.C
【解析】根据材料“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近现代民族服饰”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山装和

旗袍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故②④符合题意；①是中式服饰，排除；③是西式服饰，排除；所以答案选 C。

18.C
【解析】民国时期，政府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的法令，因此民国时期不可能有的是男多留长辫、女多

缠足的现象。故答案为 C项。其他三项属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现象，但不符合题意，排除。

点睛：本题属于否定型即逆向选择题，题干要求选择“不可能有的”的选项，解答时可以先确定“可能有的”
的选项。根据教材所学，见面握手互称“同志”，中西餐并行，举行西式婚礼等属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现象，

据此确定答案。



华夏园为华夏育人才！

第 3 页 共 5 页

19.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国民党统治后期从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

连年的战争，如日本侵华战争、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是造成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重

要原因之一；官僚资本的压迫；繁重的捐税负担；国民政府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使得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

击，因此，①②③④符合题意，故 A项正确。

20.B
【解析】题干材料主要讲述坊市制度的变化，与社会治安好转无关，故 A项错误；材料中“五更二点鼓自内

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起”以及“京都街鼓今尚废”说明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放松，坊市制度已经崩溃已经

崩溃，故 B项正确；“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的原因是因为宋朝时由于坊市制度崩溃

而废除了街鼓，而不是因为读书人埋首功名利禄，故 C项错误；宋代比唐代城市的管理相对宽松，故 D项

错误。

21.B
【解析】材料“新中国”可以排除 A项；材料“周总理”“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可以排除 CD项；根据所学知

识可知，首届广交会应该创办于 1957年，故 B项正确。

22.D
【解析】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曾经被称为“三面红旗”，但这“三面红旗”违背了客

观经济规律，人民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其根源是“左”倾错误，故 D项错误，符合题意；ABC项正确，但不

符合题意。

23.C
【解析】上述表格体现的是 1962年我国农业产值增长与原计划相比都多，结合这个时间考虑，应该是因为

在经济工作中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导致的，故选 C。

24.A
【解析】题干反映了康有为的“剪辫”思想，对近代“断发”起到推动作用，故 A正确；康有为主张维新改良，

故 B有误；民国初年政府才颁布剪辫易服法令，故 C不符合史实；D不符合史实，排除。

二、材料分析题（共 4 小题，满分 52 分）

25.
（1）本”指农业；“末”指工商业（商业）。 政策：重农抑商。

（2）表现：出现瓦子（专门的娱乐场所）；服务业发展；夜市繁荣。

影响：打破坊市界限。经济功能增强。

（3）发展：商业市镇繁荣；出现地域性商人群体（徽商）。关系：互相促进。

【解析】

（1）依据材料一“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可知是农业；依据“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可知“末”
指工商业。第二小问依据材料二“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可知是重农抑商政策。

（2）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三“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祅庙斜街州北瓦子”可以得出出现瓦子‘依据材料三“各有茶

坊酒店，勾肆饮食”’可以得出是服务业发展；依据材料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可以得出夜市

繁荣。第二小问影响依据材料和所学可知是打破坊市界限以及经济功能增强。

（3）第一小问依据材料四“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可以得出商业市镇繁荣；依据材料四“多徽商侨寓”可
以得出出现地域性商人群体。第二小问关系依据材料和所学可知是互相促进。

26.
（1）模式：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特点：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

观念：重农抑商。

（2）变动：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条件：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外商企业利润刺激；洋务运动技术的诱导。

（3）变化：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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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根据材料“桑麻”、“机梭声”、“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可判断这是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

自给自足；结合材料“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分析得出此观念是重农抑商。

（2）陈启沅开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典型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代表，说明当时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结

合所学可以直接归纳其变化的条件是：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洋务派引进西方先

进生产技术的诱导。

（3）结合材料可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1992年
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7.
（1）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

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解决方法：发展生产力

（2）事件：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后果：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1959-1961年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3）措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意义：农民有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过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析】

本题考查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1）中共八大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应当联系教材所学，从中共八大的内

容来回答。

（2）材料二、三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可以根据材料二诗歌的风格以及材料三图中的主题“热热闹闹的公社

食堂松松垮垮的田间劳动”来确定。以这两个事件为代表的经济建设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应当联系教材所

学，从对经济建设带来的破坏等方面来回答。

（3）材料四中提到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联系教材所学，明确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再分析该措施的实行所带来的影响。

28.
范文：（答案仅供参考）

第一部分：分述地位变迁

汉朝，严格限制商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唐朝，商人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政治地位低下。

宋朝，农商并举（并重），地位提高。

清朝，商人社会地位甚至超过士，社会重视商人。

第二部分：分述地位变迁的原因

汉初经济残破，为恢复发展农业。严格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唐朝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政府实行开明的政策（中唐以来，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

宋朝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

清朝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拜金逐利的社会风气。

（注：以上两部分可以按朝代顺序逐条对应着写，条理更清楚，更不容易丢分。）

第三部分：总体评价

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是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重农抑商政策是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虽在封建社会初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远看不利于社会

经济发展。所以农商并举、农工商并重，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才最有利社会发展。

清朝商人地位高于士，也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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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以商人的社会地位变迁为线索展开的，考查学生通过对抑商到“工商皆本”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进一

步阐述对社会的影响，应坚持站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看问题，才能更好地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和“重农抑商”

的政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本题是开放性的题目，要注意观点正确文字通顺，逻辑严谨。（评述题,先
述后评）

评分标准：本题为开放性试题，采取分项评分办法。分项评分项目：观点、论证、表述。

第一等：11－12分。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能充分运用所给材料；对古代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分述完整，并作出总体性评价；文字通顺，逻辑严谨。

第二等：7－10分。要求：观点正确，基本能够运用材料说明问题；对古代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分述比

较完整；文字通顺，有一定逻辑性。

第三等：4－6分。要求：观点基本正确，材料和观点尚能结合；对古代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有所说明；

表述较为清楚。

第四等：0－3分。要求：根据本题要求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