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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三模"

唐代某地士族#寒族登科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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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反映出 !

!!

"

'&

科举考试选拔程序不公
(&

世家大族仍有巨大优势

)&

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
*&

科举成为选官主要途径

"&

!

"*!)

!安徽马鞍山三模"下表为北宋初期官员出席曲宴

!古代宫廷赐宴的一种"的部分记载&这反映了宋初

!

!!

"

时期 太祖朝 太宗朝

曲宴

记载

建隆二年%'宴刺史#统

军#军指挥使以上及诸

道进奉使于广政殿(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诏

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

乾德二年%'宴大将王全

斌于崇德殿(

雍熙二年%'诏辅臣#翰

林#枢密直学士宴于后

苑(

开宝九年%侍卫马军都

指挥使党进辞行前'宴

于长春殿(

淳化三年%太宗率近臣

和馆阁学士登秘阁'观

书(%'赐从臣及直馆阁

官饮(

'&

边患问题得以解决
(&

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

科举制度日益完善
*&

崇文抑武局面形成

#&

!

"*!)

!陕西宝鸡二模"宋代外省官分'亲民(与'矨务(两

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矨务官则专治

一事%直属中央(&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

!!

"

'&

分化事权强化君主专制

(&

官员相互配合提高效率

)&

加强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

提高官员素养缓和矛盾

$&

!

"*!)

!江西重点中学盟校高三第二次联考"*元史+所

载%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驿站达
$+#+

处%'汉地(由兵部

统领%'北地(由通政院统领%'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

以车%而水则以舟(&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梯航

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这些

举措 !

!!

"

'&

开创了古代的驿传制度

(&

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

导致了民族隔阂的加剧

*&

促进了交通工具的进步

%&

!

"*!)

!云南昆明一中高三第一次摸底测试"与前朝相

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均强化了对民间手工业者

的控制$另立户籍%不许改业%另外还制定了子孙世袭相

承等专门制度&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

!!

"

'&

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

官营手工业的畸形发展

)&

手工业品社会需求扩大

*&

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强化

&&

!

"*!)

!湖北七市州教科研协作体
#

月联合考试"湖南蚕

桑业原本比荆!州"#襄!阳"落后%在五代时有了一定的发

展&*资治通鉴+记载$'湖南民不事蚕桑%!高"郁命民输

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枢大盛&(这一变化表明

!

!!

"

'&

赋税改革促进民间手工业增长

(&

手工业专业化趋势加强

)&

丝织业成为百姓主要收入来源

*&

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

'&

!

"*!)

!四川德阳二模"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对

于所修农田水利%皆详加记载&据其记载%农田水利'散

见于全国各处%而淮南道和江南东道为独多&北起楚州

!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南迄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南"

海滨%络绎不绝(&据此可知当时 !

!!

"

'&

生产区域差别明显

(&

南方社会比北方更安定

)&

南方农业得到发展

*&

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

(&

!

"*!)

!山东滨州二模!

"'

"宋代圩田开辟尤为突出%例

如江南鉴湖分隶会稽#山阴两县%北宋初年有
%-

户农家

盗湖为田%到英宗时%达
#/

余户%围湖达
-//

余顷%到南宋

时鉴湖湖田达
%+//

余顷&这说明当时 !

!!

"

'&

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

(&

自耕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

南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了农业

)&

!

"*!)

!四川宜宾一模"魏晋至隋唐时期%修造了山西大

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等石

窟&这反映出 !

!!

"

'&

儒学正统地位削弱
(&

道教文化的广泛传播

)&

佛教影响范围扩大
*&

北方经济影响力上升

!*&

!

"*!)

!山东临沂二模"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

妇中%唐代只有
"$

人%宋代有
%,-

人%明代达到
+,///

人%朱熹曾骂唐人为'龟唐(&这说明 !

!!

"

'&

唐代是妇女享有较多自由的时代

(&

隋唐已形成对女性的束缚和偏见

)&

女性地位是国家开放程度的标尺

*&

朱熹理学思想严重损害妇女权益

!!&

!

"*!)

!福建三明二模!

"'

"宋代文献中妇女再嫁的事

例颇多&*宋史,向敏中传+记载$北宋初年嫠妇!寡妇"

柴氏欲携资再嫁%士大夫向敏中#张齐贤争相求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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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开交&材料主要反映 !

!!

"

'&

理学正统地位动摇
(&

门阀士族世风日下

)&

士大夫思想开明
*&

社会观念世俗化

!"&

!

"*!)

!河南普通高中毕业班
$

月适应性考试"北宋科

学家沈括在解释太阳运动速率的均匀性时%指出$'无一

日顿殊之理(%还提出'水之理('物理('造算之理(等概

念&把理作为一个先验的逻辑范畴来阐释自然现象的

变化规律&据此可知 !

!!

"

'&

北宋科技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

(&

科技发展推动理学系统化

)&

理学有助于准确解释自然现象

*&

科学研究需借助理学思想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第
$+

题
%"

分%第
$!

题
$%

分%共
+-

分"

!#&

!

"*!)

!山西一模"!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

年%潭州太守朱洞建立岳麓书院&南宋张

縂主教期间%在其所著的*岳麓书院记+中强调%岳麓书

院的教育宗旨是'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

经常举办讲会%主讲教师欢迎别人质疑问难%师生相互

切磋交流%外地士子也可来听&

$$,-

年%朱熹来访%与张

縂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这是中国古

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

年%朱熹重整岳麓书院%

颁行*朱子书院教条+&

$"/-

年%王守仁来岳麓讲学&乾

隆时期山长!校长"王文清制定学规
$#

条%其中
$/

条讲

如何做人%

#

条讲如何做学问%压轴的一条即为'疑误定

要力争(&书院景色优美%处处体现着于山水自然之间

体悟'斯文(之道的智慧&

!!!摘编自宋明昌*书院$传统文化的名片+

材料二
!

$./%

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

$.%,

年定名湖南大学&

$.+%

!

$.!.

年%胡庶华先后三次担任

校长%他以书院内的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所

立'整齐严肃(八字碑文作为校训%提出'承朱!熹"张

!縂"之绪%取欧美之长(的口号&自
$.+"

年起%湖南大

学新生开始接受军事管理%并开设体育及武术课&

$.!/

年%胡庶华提出'科学社会化(%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

他加强与工矿企业的合作交流%并联络教师与校友兴办

了抗战纺织机械厂#肥皂厂等企业%各系师生研究战时

本省建设问题蔚然成风&湖南大学还十分注重引进留

学人员%鼓励他们采用欧美最新教材%倡行基础理论与

现场实习相结合&

!!

!!!摘编自张泽麟*胡庶华的大学教育思想及治校

实践+

!

$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岳麓书院对文化

发展的促进作用&!

#

分"

!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湖南

大学与古代岳麓书院办学理念的相同之处%并说明湖南

大学的新理念及其原因&!

$-

分"

!$&

!

"*!)

!湖南株洲二模"!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

要求&

观察上述图片%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选择

合适的角度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对观点进行简要论述&

!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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