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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A
提示：据题干信息可知，仰韶遗址出

土人形葫芦瓶，《诗经·大雅·绵》认为（西
周人）生生不息，像葫芦一样绵延不绝，
彝族、土家族、侗族等族流传“葫芦中诞
生了汉、彝、苗、藏等九族”，其共同点为
以葫芦为载体来祈求多子多福，故选 A
项；题干未提及农产品——葫芦跨地域
的买卖，排除 B项；题干共同指向人类
的繁衍，非国家的产生，排除 C项；多元
一体格局的确立是在秦朝，排除D项。

2.B
提示：材料中伏羲氏、朱襄氏、葛天

氏和炎帝作乐都体现了远古时代人类生
产劳作的状态，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这表明远古之乐反映了当时的
生产生活，故B项正确；材料体现不出形
成了“完整”的乐理体系，排除A项；材料
并未体现C、D两项所述，故排除。

3.C
提示：材料中出现了城郭、象征权力

的钺和斧之类的玉石兵器等，这些都是
早期国家的象征，说明当时已经出现
了早期的国家，C项正确；A、B、D三项表
述错误，与主旨无关，可排除。

4.B
提示：据题意可知，从尧、禹时代就

开始有了“协和万邦”“九州同牧”等“大
一统”的思想，说明“大一统”思想具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故选B项；材料并非强调
国家行政效率，排除A项；尧、禹时代没
有形成儒家思想和中央集权制，排除
C、D两项。

5.B
提示：从材料信息看，商代后期贞人

占卜范围缩小，不能随意进行占卜并
发布卜辞，发布和解释卜辞更多掌握在商
王手中，体现了商王权力的增强，B项正
确。材料中仅仅涉及贞人职权范围大小
的变化，并未涉及政局、祭祀的信息，A、
C两项排除；商代后期，商王逐渐垄断神
权和王权，神权和王权走向统一，D项
错误。

6.A
提示：据题意可知，周初的两次分封

都是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说明
军事力量是立国的重要保障，故选A项；
殷商遗族最终被平定，而且周初也没有
形成中央集权，排除B项；材料中没有涉
及血缘关系，排除C项；是周王朝统一后

进行了分封，而非分封制促成了周王朝
的统一，排除D项。

7.C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禹征伐有扈氏

时称“共（恭）行天之罚”，强调是天命所
归，而武王灭商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强调的是德治，故材料反映出西周
治国理念更重人事，C项正确；春秋时
期，孔子创立儒学，排除A项；B项只符合
禹征伐有扈氏，排除B项；禹征伐有扈氏
使用的是天命观，西周也有天命观，并未
被摒弃，排除D项。

8.D
提示：题干中“格伯用四匹马与倗生

交换土地……实地勘定边界”可知，格伯
获得了倗生的土地，故①正确；题干中

“双方剖券为凭……并铸造铜器，记录约
剂内容，永久保存”可知，双方对交易行
为不反悔，刻在铜器上以示见证，故②正
确；题干未提及土地的耕作情况，故③错
误；西周的赋税制度为“彻法”，即“一井
之内，所有人家需通力合作完成耕种，所
获产物平均分配，其中，百亩所获产物尽
数归国家所有”，这个税率约为十分之
一，题干未提及国家向人民收税的信息，
故④错误。故选择D项。

9.B
提示：材料“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

了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等体现的是政
府对商业的管理，有利于规范商业行为，
故B项正确；契约关系的说法不全面，排
除A项；材料不能体现出重农抑商思想，
排除 C项；材料不能反映商品经济发展
程度，排除D项。

10.C
提示：材料所述为周代在文化、兵

器和货币方面与商朝趋同，体现了周代对
商朝文化的继承，即文化的发展是有其
渊源的，C项符合题意；“完全一致”说
法过于绝对，排除A项；材料的主旨不是
强调甲骨文的成熟性，排除B项；材料反
映的是周代对商代文化的继承，没有体
现其文化水平高于商代的信息，D项不
正确。

二、非选择题
11.（1）特点：流传时间长；传播载体

多样（口耳相传、历史典籍等）；传播范围
不断扩大；传播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大
禹的形象不断丰富；承载着公而忘私、自
强不息、民惟邦本等优秀中华文化特质。

（2）史料类型：甲是出土文献，能证
明西周中期出现了大禹传说；乙、丙是传
世文献，被不断加工、润色。

史料记载者地位、立场：甲是出土于
西周中期的礼器铭文，体现的是西周统
治者敬天保民和礼治的思想；乙的作者
属于儒家学派，体现儒家为政以德、仁政
的主张；丙的作者属于封建史官，体现的
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追求。

史料记载内容：史料中记载的大禹
传说的内容，随着古代社会环境的变化
不断丰富，反映了中华民族认同感（或中
华文化）不断形成的过程。

史料形成的时代背景：甲是西周宗
法分封制、青铜文明影响下的产物；乙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百家争鸣的产
物；丙是汉武帝时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发
展、儒学尊崇时期的产物。

12.示例一 观点：三星堆文化是夏
商文化的传播或分支。

论证：从时间上看，三星堆遗址的时
间和夏商时代接近；从出土文物来看，文
物形制体现夏商文化的影响；青铜器的
铸造和青铜礼器的组合体现了青铜文明
与礼制文明，与夏商文化具有一定相似性，
但青铜、金面具、金杖等出土文物与黄河
流域和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同。

示例二 观点：三星堆文化是中华
文明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
大文明中心。

论证：三星堆文化有独立的起源和
发展序列，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前后相
承，延续不断。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文字符号、礼仪文明和城址规模来看，三
星堆已进入早期的国家形态。青铜、金
面具、金杖等出土文物与黄河流域和中
亚、西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同，具有民
族和地域文化特征，所以三星堆文化应
该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它和成都平
原发掘的其他时期的文化一起，共同构
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示例三 观点：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论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金面具、
金杖等文物与黄河流域和中亚、西亚等
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同，其宗教信仰和神
权、政权等都具有民族和地域文化特征，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
是三星堆文化中又蕴含着青铜文明和礼
制文明等华夏文明的因素，它和成都平
原的其他文化一起，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
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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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縻州处理民族事务，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和民族的团结。唐太宗推行仁政，威
望极高，被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各
部族将通往唐都长安参见唐太宗的驰
道称为“参天可汗道”。少数民族文化
也融入中原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
化的内涵。

隋唐是“大一统”理念的鼎盛期。
唐朝时期，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中
央集权进一步发展，政治制度高度成
熟，民族交融交流加深，统一多民族国家
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辉煌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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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A
提示：据题意可知，曹操选才不论出

身，这种方式能够尽可能多地选拔出优

秀人才，从而适应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征

伐和统一北方的需要，故选A项；曹操的

选官方式是为了选拔人才，并没有表达“大

义灭亲”的决心，排除 B项；“消除了”的

说法过于夸张，排除C项；此举不能体现

“知行合一”思想，排除D项。

2.B
提示：结合所学可知，士族势力强大

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庶族在内的社

会阶层普遍重视家庭教育，可以推知当

时世族文化影响扩大，B项正确；儒家

思想正统地位开始形成是在西汉时期，

A项错误；宗法制度社会基础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已经瓦解，C项错误；印刷技术

快速发展是在唐宋时期，D项错误。

3.A
提示：由材料可知，北魏孝文帝改革

促使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汉

族先进文化，促进了民族交融，A项正

确；材料无法体现“政权更迭激化了阶级矛

盾”，排除 B项；材料强调的是少数民

族的汉化，并没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对

中原文化的影响，排除C项；孝文帝改革

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但

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魏晋南北朝时并未完成，排除D项。

4.C
提示：结合所学，我国古代实行精耕

细作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水利建设以确保对农田的灌溉，所

以历代封建政府都高度重视水利设施建

设，据材料可知不同政权开凿的运河促

进了北方、南方的经济发展或开发，故选

C项；水利设施的建设有利于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经济联系的日

益密切，有利于国家逐步走向统一，排除

A项；纳庸代役是唐代租庸调制中的内

容，与材料时间不符，排除 B项；南宋时

期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排除D项。

5.D
提示：隋唐时期，大运河有力地加强

了南北经济文化联系，逐渐构成“奉长安

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富以存立”的王朝

生命线，反映了隋唐时期交通建设促进

国家统一稳定，D项正确；我国的人工

运河修建技术领先世界在材料中没有体

现，A项错误；材料不能说明水路运输成

为主要交通形式，当时是海陆并举，B项

错误；唐朝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才开

始南移，C项错误。

6.D
提示：从材料信息看，韩愈的记载对

唐朝政治极尽赞美之词，而《唐大诏令

集》则反映了民众生活的困苦，两则材料

综合反映了唐朝盛世时期也蕴藏着深刻

的社会矛盾，故选D项；前段材料反映了

唐朝的发展，后段材料则反映了民众困

苦，排除A项；唐朝前期土地兼并现象有

所缓解，排除B项；统治者不仅关注政治

稳定，更关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排除

C项。

7.A
提示：根据材料中的“天以二气、五

行化生万物”可知，与道家思想中的阴

阳、五行说法有关,“惟天地万物父母,惟
人万物之灵”明显受儒家重视人伦思想

影响 ,说明《唐律疏议》受儒道思想的影

响,故选A项。中国古代礼义的主要标

准在《唐律疏议》颁布之前就已经确立,
排除B项。C项与题意不符,排除。题干

反映了唐代律法受儒道思想影响 ,仅据

此无法推知其是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

系,排除D项。

8.C
提示：材料反映唐代均田制下，农民

的粟、绢帛和钱均有一定的剩余，说明农

民的生活状况较好，据此可推断出政府

和农民关系总体良好，故选C项；封建社

会的农民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但材料

并未对农民赋役情况与其他阶层进行对

比，A项不符合材料主旨，排除；材料反

映的农民的收支情况，未涉及土地兼并

情况，故排除 B项；唐代仍征收实物地

租，明清时期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故

排除D项。

9.D
提示：材料反映了天竺佛教舞曲婆

罗门曲传入中国后经过凉州都督杨敬述

改制、加工以及唐玄宗修改、润色，形成

新的舞曲“霓裳羽衣舞”，这体现了唐朝

文化与天竺佛教文化的交融推动了艺术

创新，故D项正确。中国与天竺是两个

国家，这种交流是对外交往，故排除 A

项；材料没有体现经济交往，也没体现经

济交往带动文化交流，故排除B项；材料

没有体现观念的更新，故排除C项。

10.D
提示：材料“唐朝时期发展为与世俗

服装相近的交领右衽、两袖俱全的款式”

说明唐朝时期的佛教服饰以及同中原本

土服饰相融合，体现的是佛教在中国的

本土化倾向，D项正确；A项说法不符合

材料主旨，材料强调的是佛教的本土化，

排除；材料未涉及佛教同儒家思想的融

合，排除 B项；材料与唐朝文化的包容、

开放无关，排除C项。

二、非选择题
11.（1）差异：①餐桌：周代——低矮

餐案；唐代——高足桌椅。②形式：周
代——分案分餐，跪坐，礼仪严格；唐
代——同桌分餐，垂足而坐，相对自由。

原因：魏晋以来，民族交融加强，冲
击了传统礼制；唐代科举制推动文人士
大夫阶层壮大；唐代民族、对外交往的兴
盛，使饮食种类更加多样，饮食习俗发生
变化；统治者引领餐饮新风尚；社会经济
繁荣促进饮食习惯变化。

（2）宋代从同桌分餐到同桌合食。
时代特征：政治上崇文抑武；经济上

坊市制度瓦解，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发
展，市民阶层兴起；社会领域门第观念淡
化、社会身份趋于平等。

12.财政体制方面：在安史之乱后，
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制破坏，唐朝废除
租庸调，改行两税法，并被后世沿用。这
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政府对
百姓人身束缚逐渐减弱。

文化地理格局方面：安史之乱后人
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实力渐渐超过北方，
唐及后世在经济上对南方依赖加深，户
口分布南北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也
逐步成为文化发展重地，逐渐形成了北
方为政治中心、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占据优
势的局面。

对外经贸往来方面：在安史之乱后，海

上贸易活动得到新发展，交往地区扩大，中

国和一个新生世界经济体系相连接，这

一贸易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得以延续。

思想文化方面：唐朝中后期以来，韩

愈等提出复兴儒学，开启了儒学复兴运

动，对后世宋明理学兴起产生重要影响。

唐朝后期文学艺术出现新流派、新形

式（如词、古文运动等）、新内容等，对后

世文学艺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科技发展方面：如唐末火药开始运

用于战争等。

总之，这些对后世乃至世界都产生

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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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于人权、生态和环保的理念，体现
出秦律具有先进性与完备性，故选D项；
秦律调整封建经济的作用是客观结果，
材料是表现，排除A项；秦律反映的是秦
朝的法律体系，不是秦始皇个人集司法大
权于一身，排除B项；材料反映的是秦律
的完备，不是刑罚严苛的表现，排除C项。

4.C
提示：据材料可知，西汉初年民生凋

敝，百废待兴，黄老之学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有利于西汉初年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故选 C项；黄老之学有利于儒家学派的
发展，排除 A项；道教在东汉末年才兴
起，排除B项；黄老之学是一种积极无为
的哲学观，排除D项。

5.B
提示：材料反映的是汉代刺史的

职级低，但是可以监督郡守，这是典型的
位卑权重，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官
员的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B项正
确；材料未涉及官员勾结，排除A项；“保
证吏治清明”是客观结果，不是主要目
的，排除 C项；材料没有涉及与以前监察
官员的对比，不能体现是否完善监察制
度，排除D项。

6.B
提示：根据“官吏数量，户口和耕地

面积的增减”可知，政府重视吏治和发展
农业生产；根据“县乡三老等优抚对象和
力田、孝、悌等受表彰人物的数量”说明，
西汉把教化民众作为地方官考核内容；
出土文物内容反映了汉代地方治理情
况，为研究汉代地方治理提供史料；材料
信息没有体现诸侯王势力强大把持地方
行政，排除②，①③④正确，B项正确。

7.B
提示：据材料“为了让法律行之有

效，汉武帝对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
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等可知，汉
武帝想用法律来进行治理，故选B项；根
据所学，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已经开始融
入法律制度，排除A项；汉武帝所为旨在
保证法律的效力，而不是他不要伦理，排
除C项；“司法实践注重律例”是从明朝开
始，排除D项。

8.A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光武帝认为

贵族与平民一样都需要接受国家的度田
政策，说明光武帝意图打击豪强地主，增
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故选A项；推恩令的
政策是为了解决地方王国问题，采用的
策略也不同，排除B项；光武帝此举不能
消除豪强地主的根基，豪强地主作为汉

代的社会问题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
排除 C项；抑制豪强不能阻碍土地私有
的发展，排除D项。

9.C
提示：据材料“感往昔之沦丧……博

采众方”“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亦不
得……自虑吉凶，护命惜身”可知，这些
论述体现了医者崇高的济世救民情怀，
故选 C项；A、B、D三项均与材料信息
不符。

10.D
提示：根据“《史记》特设了匈奴、南

越、东越、朝鲜、西南夷传，指出黄帝是中
原各国和周边地区各族的共同祖先”可
得出，司马迁强调各民族同源共祖，较早
就有建立联系，因此说明他有华夏同源
共祖观念，D项正确；材料与统一无关，
排除A项；材料强调的是各民族的联系，
不是华夷有别，排除B项；材料没有体现
各民族习俗礼仪各异，排除C项。

二、非选择题
11.（1）分家立户，促进小农经济发

展，便于赋役征发；以“户”为单位组织管
理，提升社会基层治理。

（2）特点：保持一定公民数量；结合
实际，制定相关政策。

原因：城邦政治；独立自治；古希腊
地形狭小，临海山多。

12.示例一：秦朝是“大一统”理念的
实践期。

公元前 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了中
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秦朝一统天下，真正意义上
推动了“大一统”理念从理论到整个国家
管辖范围内的实践。秦朝实行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政治上，首创皇帝制度，
强调皇权至上。对地方的管理推行郡县
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有效管辖。经
济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
思想文化上，书同文，加强思想控制。

上述措施都是秦朝对“大一统”理念
的实践，有助于巩固大一统的局面。这
些制度和措施符合历史潮流，对中华民
族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
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是“大一
统”的初步形成期。

示例二：两汉是“大一统”理念的成
熟期。

两汉国家政权在形式上基本延续了
“大一统”的局面。政治上，汉代的中央
集权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汉武帝时期
通过“推恩令”基本解决王国对中央的威
胁。经济上，通过盐铁官营等措施加强

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在民族关系上，汉
代加强对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
管理；设西域都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
王朝管辖；经过两汉的努力，基本解除
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捍卫了领土，保
护了农耕文明，体现了“大一统”关于维
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要求。“大一统”理
念成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董仲舒将

“大一统”思想系统化，形成一个全面、严
整的理论，主张“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
提出思想定于一的“罢黜百家，尊崇儒
术”，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大一
统”的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

由此可见，两汉从国家治理和民族
关系上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理
念，而“大一统”理念的内涵也在汉代得
以系统化，所以两汉是“大一统”理念的成
熟期，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影响深远。

示例三：魏晋南北朝是“大一统”理
念的发展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但“大
一统”理念仍被普遍认可，统治者们纷纷
用“正统”这一观念来宣扬其政权的合
法性和正当性，这仍是“大一统”理念的
运用。北魏历经三代人的努力完成北方
统一。此后北周再次统一北方，为隋统
一中国奠定基础。魏晋南北朝对“大一
统”理念的发展更突出地体现在民族大
交融方面。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居，
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少数民族纷
纷建立政权，效仿中央政治制度，文教
上推崇儒学，北魏孝文帝改革把民族交
融推向一个新高度。民族交融的进程推
动了民族交流和文化认同，进一步丰富
了“大一统”理念。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
的重要阶段，为隋唐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
基础，魏晋南北朝是“大一统”理念的发
展期。

示例四：隋唐是“大一统”理念的鼎
盛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又一个
封建大一统时期。唐朝疆域辽阔，国土
界限东部到东海，南部到东南亚地区，西
部到中亚的咸海，北部可到今俄罗斯的
贝加尔湖。政治上，以三省六部为代表
的中央行政体制，以科举制为代表的选
官制度、维护官僚队伍廉洁高效的监察
制度，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高度
成熟，有效维护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
的发展。经济上，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
开发，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频
繁。民族关系上，唐朝设置都护府、羁

提示：材料“《周礼》记载，肉
食珍馐与酒水都要用冰鉴保存，
祭祀时也要使用冰鉴”体现的

是当时贵族的日常行为规范，C项正
确；材料未涉及宗法血缘关系，A项排
除；B项与材料无关，排除；军功爵制度
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D
项排除。

2.C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从商代及周初

到东周后期，神话中动物的神性逐渐消
失，人类猎杀动物的图案增多，这在政治
上反映的是神权政治向君主专制的强权
政治转变的趋势，故选C项；结合所学可
知，战国时期“君权神授”理念仍然浓厚，
故排除A项；材料未体现族权色彩浓厚，
故排除 B项；人类猎杀动物的现象日益
增多，并不表明人神关系密切结合，故排
除D项。

3.D
提示：根据材料可知，农业耕作工具

经历了从耒耜到铁犁牛耕的发展过程以
及农作物一年两熟的现象，反映了农业
耕作技术的进步，故D项正确；根据材料
可知，虽然有铁器作农具，但不能得出是
普遍使用，A项错误；材料没有涉及土地
私有制，B项错误；材料没有反映小农经
济自给自足的特点，C项错误。

4.D
提示：材料反映了秦国实行军功

授爵制度，立军功者授予爵位并给予丰厚
物质奖励。结合所学可知，秦国商鞅
变 法 时，实行军功授爵制度，打击了贵
族的世袭特权，使平民可以通过军功
改变社会政治地位，故选D项；秦朝郡县
制和中央官制的建立标志着官僚政治取
代贵族政治，故排除A项；材料反映的是
军功是授爵的主要依据，故排除B项；奴
隶立军功也会得到赏赐，故排除C项。

5.D
提示：据材料可知孟子主张王道，墨

子主张共同的价值观，老子主张无为
而治，他们的治国理念各不相同，但都是
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故选 D
项；材料体现各派思想差异，而非趋同，
排除A项；道家的思想具有消极色彩，但
这里的无为而治是治国理念，B项片面
解读材料，排除B项；“诸子主张均适应了
时代潮流”说法不符合史实，排除C项。

6.B
提示：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必须德、

威 、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
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
段，故春秋争霸战争注重礼仪与风度，
以政治较量为主，故选B项；新旧体制变
革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与材料
无关，排除A项；春秋时期，礼乐制逐渐
崩溃，排除C项；战争必然有伤亡，“爱惜
民力”说法错误，排除D项。

7.A
提示：根据“春秋中晚期”及曾国墓

葬群出土编钟上的铭文，如“周文王的后
裔”“光大‘夏’的功业”等信息可知，西周
分封制不仅帮助西周开拓了疆土，而且体
现了南土对西周的文化认同，表明当时华
夏观念已经形成，而且得到了认同，A
项正确；通过曾国墓葬群的相关信息无法
证实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格局，排除 B
项；题干主旨并不是关于分封制和礼乐
制度的关系，排除C项；D项错在“开始”，
排除。

8.C
提示：材料内容体现了战国时期，我

国圜钱、刀币、布币、蚁鼻钱等四大货币
主要在黄河下游、长江地区的分布，并且
这时期多地存在大量仿铸异地货币的现
象，这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
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说明这时期国家统一
动力增强，故选C项；材料没有体现铸币
技艺的发展问题，排除A项；多地出现大
量仿铸异地货币现象有利于促进不同地
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排除B项；材料不能
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排除D项。

9.A
提示：依据材料可知，墨子认为只有

选贤任能立为天子才能统一思想，达到
治理天下的目的。由此可知，墨子的目
的是建立良好的社会治理，故A项正确；
从墨子的观点来看，一般人的道德自觉反
而会导致社会动乱，故B项错误；墨子在
这一主张中并未批判儒家思想，故C项错
误；法家思想确立了专制统治的理论基
础，故D项错误。

10.C
提示：结合所学可知，春秋战国时期，

用人标准和制度发生变化，俸禄制度
逐渐形成，世袭制和分封制难以维系，表
明贵族政治日益瓦解，C项正确；材料不
能说明郡县制逐渐确定，A项错误；“家
国同构”逐渐强化与“私门养士之风盛
行”，由“士食田”向俸禄制转变不符，B
项错误；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正在形
成而非受到挑战，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1.（1）材料一属于实物史料（或一

手史料），能直接印证秦国统一度量衡的
改革举措；材料二属于文献史料（或一手
史料），能直接反映商鞅经济改革的指导
思想；材料三属于文献史料（或二手史
料），对于评价商鞅经济改革具有参考
价值。

（2）从商鞅经济改革推动秦国及
其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作答。例
如，商鞅的经济改革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确立了
土地私有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从商鞅经济改革产生了某些负面影

响的角度作答。例如，商鞅的经济改革
导致赋役沉重，加重了人民负担；重农抑
商政策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不利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

12.示例一 论题：儒家重视道德修养。
阐释：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以指导人们进行自我道德修炼。孔
子提出“仁”的思想，孟子提出仁政，荀子
主张“仁义”“王道”，这些都要求统治者
加强道德修养。董仲舒提出仁、义、礼、
智、信作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宋
代程朱理学强化道德的重要性。明代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儒
家重视道德修养，在今天我国精神文明
建设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总之，加强道德修养对建设文明社
会极其重要。

示例二 论题：儒家建设和谐社会。
阐释：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孟子提

出仁政，荀子主张“仁义”，他们都要求统
治者善待百姓，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历代统治者都有一定
影响，如唐初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确立儒家学说为其执政指导思想，在国
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
级矛盾。孔子强调人与人之间“和为
贵”，儒家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
弟”，这些都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儒家的这些思想对建设和谐社
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知，建设和谐社会既是历史
的，更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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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C
提示：材料体现秦朝的郡县制是

伴随着兼并战争而逐步推行的，说明的
是秦统一进程与国家体制变革相结合，C
项正确；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A
项排除；B项与材料无关，排除；郡县制
的确立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显著
标志，D项排除。

2.A
提示：由材料可知，秦朝地方郡守、

郡尉、郡监隶属于中央的丞相、太尉、御
史大夫，从而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
管理，A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秦朝从中
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B项排除；官僚政
治取代贵族政治的标志是郡县制的建
立，这在材料中不能体现，C项排除；材
料涉及的只是秦朝中央三公和地方郡
守、郡尉、郡监等机构官员，不能体现机
构臃肿，D项排除。

3.D
提示：据材料“内容涉及民法、刑法、

行政法、诉讼程序等，蕴含着人权、生态、
环保等理念”可见，秦律内容广泛，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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