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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外国语学校 2021—2022 学年度上期第一次月考 

高二历史试卷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 

2．本堂考试 90分钟，满分 100分。 

3．答题前，考生务必先将自己的姓名、学号填写的答题卷上，并使用 2B铅笔填涂。 

4．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共 48 分） 

一、 选择题：每小题 1.5分，共 32小题，满分 48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道于老师孔子。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这一思想，理学家程颢曾经指出：“以己及

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倡“恕”道 

A．主要是维护等级制度               B．充分体现了对人的束缚 

C．有利于和谐社会形成               D．得到民众普遍自觉遵守 

2.先秦时期，道家主张圣人、侯王“抱一”、“得一”，儒家主张王者“定于一”，墨家主张天

子“一天下之义”，法家主张君主“作一”，杂家主张王者、天子“执一”。材料表明先秦诸

子的主张 

A．基本体现了专制思想            B．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 

C．蕴涵着国家统一思想             D．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 

3.墨家认为“天”与“鬼”是箝制人们行为的外在力量，能帮助天下安定，必须服从；丧、

葬、音乐不利于积累财富与繁庶人口，这些礼乐制度必须废除。这反映了 

A．儒学无法适应时代潮流             B．墨家更符合君主集权的需要 

C．墨家思想讲求实际功利             D．墨家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4．《韩非子·有度》中，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一主张 

A．体现了法律至高无上               B．确立了专制集权政体 

C．避免了权力的滥用                 D．体现了法治公正理念 

5.史书载：“汉初萧（萧何）、曹（曹参）为相，填（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这

反映出汉初的统治思想是 

A.法家思想             B.道家思想            C.儒家思想           D.墨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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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某学者用“无治主义”、“德治主义”、“天治主义”、“法治主义”来评价先秦某四家学派，

下列言论与之对应正确的是 

①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则得祸 

②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 

③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④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A．①④②③      B．②④①③       C．②③①④      D．①③②④ 

7.中国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律，以人的自我完善为治国的出发点；道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

的和谐有序，主张从自然规律中汲取治国的智慧；而法家则更注重于制度规范，以法的严密

强化为治理的出发点。三者治国思想体现的核心精神是 

A．强调德治，平易亲近               B．温和调节与冷酷强制相结合 

C．切合人事，实用理性               D．自然探索和社会实践相促进 

8.孔子希望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孟子希望建立“王道乐土”，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他们所说的“道”是 

A．建立理想社会的规则               B．追求平等和谐的共同标准 

C．加强道德修养的规范               D．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  

9.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诗经》颂篇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的记载。这类颂词 

A．说明中国古代宗教正式形成         B．旨在证明政权存在的合理性 

C．说明古代生产力发展程度高         D．保证了商周政权的内部稳定 

10. 司马迁的《史记》没有单独的惠帝传，将惠帝附于其母《吕太后本纪》中，太后从其本

姓，母子同传：班固的《汉书》作《高后纪》，舍其本姓从夫称“高后”，还专门为惠帝作

《惠帝纪》，置于《高后纪》之前。对这一变化原因解读最为合理的是 

A．两人修史方式的不同               B．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 

C．母系意识影响力减弱               D．儒家思想影响力增强 

11. 董仲舒认为：“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

为主，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这一

观点 

A．继承了先秦儒学仁政思想           B．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 

C．扼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D．阐释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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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武帝时期，河套和河西广大地区纳入汉朝统治版图。此后，朝廷在这些地区兴办学校，

传授儒家思想。这一举措 

A．解决了王国问题                   B．确立了儒学正统 

C．促进了文化认同                   D．消灭了边患危机 

13．汉画中的孝子系列图频繁出现于不同载体与场所，而图中的人物和故事多不见于汉代史

传；少数见于两汉史籍者，图像与文献往往并不吻合。它们很可能由民间口耳相传、增枝添

叶而成。这一现象反映了 

A．封建纲常受社会推崇               B．“孝”成为选官标准 

C．官吏对儒学关注欠缺               D．儒学正统地位引质疑 

14．东汉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

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鸿都门学的设立 

A．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         B．推动了后代专科教育的发展 

C．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D．完善了汉代的私学教育体系 

15.先秦儒家主张仁爱要“由亲始”，而董仲舒却认为仁爱要“跑出家族的小圈子，面向天下，

‘爱及四夷”’。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旨在 

A．宣扬“天人感应”思想             B．使儒学形成严密的思想体系 

C．扩大儒学教育的对象               D．适应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 

16．论及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多元文化的面貌，有研究者指出：“这个时代，儒玄佛道四家并

立，而且相互影响，有的人儒玄双修，有的人调和儒佛。……（这其中），佛教在这一时期

初步完成了中土化的过程，道教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该时期这一多元文化面貌的出现，

反映了 

A．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渐确立       B．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受到冲击 

C．庞大而又严密的理学体系建立       D．儒学的正统地位在根本上动摇 

17. 魏晋时期，社会舆论发生新的变化，人们将两汉时期品藻人物所推崇的“明经笃行”“孝

悌力田”等伦理道德标准置之而不顾，而是以“颖悟”“远识”“器量”“宏放”等概念作为

评论的标准。这说明此时 

A．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       B．文化已具有理性主义精神 

C．政局动荡导致思想观念的变化       D．三教并行不利于思想统一 

18.唐朝初年，唐高祖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同时尊奉老子为道祖，以道教为国教。

然而在治国理政时，他却说“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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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博深。”据此可知，唐初 

A．佛道主导了政策的制定             B．儒学政治生命力仍强大 

C．儒释道合流趋势的加强             D．三教并行政策受到冲击 

19.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的强化，士族子弟“造次必以礼”“动依礼典”“动循礼度”

“恒以礼法自处”，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反映出 

A．儒学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冲击         B．儒学是当时选官的主要依据 

C．士族客观推动了儒学的传承         D．阶层固化不利于人才的流动 

20．唐朝时，佛教的华严宗提出，唯心回转善成门，或善或恶，皆由心之转变：道教认为，

境为心造，只有收心，使其一尘不染，超凡脱俗，才能向静和虚无的心体回归；韩愈亦有“古

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周密）”之言。这体现了 

A．佛道儒思想同源共生互动           B．三教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 

C．心学在唐代的影响力较大           D．儒学社会主流地位的动摇 

21. 朱熹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王阳明说：“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岂复

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日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由此可知，两人 

A．都强调儒学的思辨性               B．对儒学的世俗化认识一致 

C．追求良知的途径有别               D．都重视良知的外在化特征 

22. 福建泉州的开元寺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曰：“此地古称佛国”，下联道：“满街皆是圣

人”。据记载，此联是一位闽籍大儒所撰。对该“闽籍大儒”介绍正确的是 

A．他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B．他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C．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D．《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的代表性作品 

23.儒学史上的一次学说更新，其“主要结果，便是对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视，逐渐胜过了在

文学和文化上的造诣，同时也使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一更新是 

A．先秦“制天命思想”的提出         B．汉代“天人感应说”的确立 

C．宋代“格物致知观”的形成         D．明代“致良知思想”的勃兴 

24.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都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圣人心传的秘旨，强调以道心制约人心，以找回唐末五代以来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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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想，重建精神家园和价值理想。据此分析，程朱陆王等思想家都主张

A．理先于气，但不能离开气           B．扫落物欲，发明本心 

C．存天理，灭人欲                   D．日积月累，循序渐进 

25.王阳明认为：“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这反映了王阳明 

A．继承“性本恶”                   B．倡导“格物致知” 

C．强调“致良知”                   D．强调“知行合一” 

26.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奔走列国，求天下安定之道，孟子主张民贵君轻。明清之际，顾炎

武实地考察许多州县，写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抨击孤秦陋宋。材料意在说明 

A．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          B．儒家思想强化了君主专制 

C．时代巨变下儒学家的担当精神           D．儒学的启蒙作用效果显著 

27.“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秦汉时期，儒家主张“贵义

贱利”；而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提倡“贵义重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一变化折射

出当时 

A．儒家学说走向衰落                 B．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C．重农抑商政策已废除               D．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 

28．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断言“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功名富贵即道德之听归……确曾谓

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王夫之认为“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

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别有理也”。据此可知，明清之际的思想价值取向是 

A．存理灭欲      B．理欲并存       C．格物致知      D．以民为本 

29.长期以来，儒学是一种士大夫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则提出要正视“世间惟下下人最多”

的现实，强调“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这说明李贽（  ） 

A．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               B．倡导只为下下人说 

C．批判地发展传统儒学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30. 著名思想家唐甄（1630—1704）在苏州从事牙行经营，针对有些人的责难，他理直气

壮地回答说：“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吕尚卖饭于孟津，

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由此可见 

A．商品经济冲破封建制度束缚         B．士农工商的界限已彻底消除 

C．商人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         D．传统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 

31.顾炎武说：“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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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据此可知，顾炎武的思想 

A．受反君主专制民主思想的影响            B．说明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批判 

C．彻底改变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D．有利于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 

32.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的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

批评三代以来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

家之法”。据此可知，黄宗羲 

A．思想主张严重倒退且落后             B．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品质 

C．主张依靠良法来治理国家             D．拥有超越时代的民主精神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52 分） 

33. “和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古人对人生、社

会、自然的哲学思考。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25 分） 

材料一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万物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

乃弃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摘引自《国语》、《论语》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中“和”“同”的基本内涵。从“和而不同”的角度，

阐述孔子对完美事物的思考。（5 分） 

 

材料二 

唐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

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

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

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吴兢《贞观政要》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太宗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些学派的什么主张。结合所学，

从“存百姓”的角度，概述唐太宗为医治战争创伤而采取的经济措施。（7 分） 

 

材料三 

 

（3）思想的创新和政治的支持才使该思想成为主流，按“思想家统治者”的思路概述儒学

在材料三示意图中“b”段和“d”段出现高峰的原因。（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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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儒家精神是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文化注重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即人文），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构成伦理，人与人关系的强制化构成政治，

伦理政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纲领。儒学一开始便是一种佐军治国的体系，历代儒士

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主张经世致用，务求实效，儒学这种作风影响到整个中国

文化。儒家关心的是现实的人事，提倡以刚健有为的精神从事于人事，对天命鬼神采取一种

“敬而远之”的理性态度。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意识非常强，突出地表现为对古代圣贤的崇拜

和对传统经典的迷信。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精神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精神的原因。（5

分） 

 

3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儒家文化之所以就够源远流长，延续至今，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们不断为它添

砖加瓦、拾柴加火，同时也是因为它作为民族文化，蕴含了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所具有也是人

们所能够接受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关于人的修身立命之说，如“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及有关“仁义

礼智信”等说法，都是做人之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财富，但也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在

本质上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御用文化和官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的保守

思想，抑制了中国人民创新思难的本质灵性。 

——摘编自卢希悦《文化力量与国运兴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前兴后衰的历史之谜》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文化力量与国运兴衰”自拟论题，

并对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写明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35.【宋代书院与传统教育】（15 分） 

材料一 

中国书院教育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两宋是巅峰时期，不仅数量剧增，还创

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据可靠史料，主持岳麓书院的山长共 55 位，大多是学派

首领、著名学者和教育家。1026 年，范仲淹做了应天书院的主持人。他明确匡扶“道统”

的教育宗旨，确定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之目标，使得书院名声大振，精英辈出。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不仅吸引了四方生徒来此求学，更会聚了众多名儒来此山村

幽静之地开坛讲学。二程在此讲学十年，司马光的经典名著《资治通鉴》（第 9～21 卷）也

是在这里完成的。1181 年，白鹿洞书院邀请陆九渊讲座，演讲之成功竞让听众泪崩。在宋

代，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了，并没有诞生传授自然科学理论和知识的书院，这是非常可惜

的。 

——摘编自刘道玉《论古代书院教育模式的复兴》 

材料二 

宋代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以其独特的教育和管理形式存活

于科举和官学盛行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当时社会教育的补充，

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和在民间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作为教育中心以及学术研究中心，宋

代书院的繁荣也带动了理学的兴起。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几乎是和书院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理学大师，如我们熟知的朱熹、程颐、陆九渊等人。而理学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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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新兴的思潮，代表了中国学术史上最具理论色彩的儒学，活跃了整个宋代的学术理论，不

仅为宋代学术注入新鲜血液，更为整个中国学术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摘编自张晓荣、叶美兰《宋代书院发展的背景及其特性》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书院教育的特点。（6 分）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评析宋代书院教育的兴盛。（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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