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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检测（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历史人物 

【课标要求】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习题训练】 

1.某学者在其所著的历史论文中先后呈现如下材料：“芒芒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

四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鲧作城郭”（《世本·作篇》）。据此推

断，这位学者所引材料最有可能是为了说明 

A.阶级的产生                    B.王的出现      

C.早期国家的诞生                D.世袭制的确立 

2.香港中学历史教材《新理论中国历史·中四上》中“周代封建”提到：“在封建制度下，

周天子具有‘一尊’的统治地位，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书中的“封建制度”是指 

A.分封制                        B.郡县制           

C.君主专制                      D.中央集权制度 

3.中国的“民主”一词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尚书》，因为夏桀残暴，所以“天惟时求民主，

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当时民主的含义是 

A.人民当家作主，掌握权力               

B.倡导革命，具有近代民主色彩  

C.作民之主，与君主同义                   

D.以民为主，具有民本色彩 

4.西周时的诸侯国吴国（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第一代君主太伯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即

周太王）长子，太王欲传位其三弟季历及其子昌（即周文王）。太伯知道后，为了达成其父

心愿，乃与其二弟仲雍出逃至南方，建立了吴国。以上事迹反映的周代的制度有  

①实行王位世袭制                      

②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 

③实行了等级森严的分封制              

④确立了尊卑分明的礼制 

A.①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5.西周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下列省、自治区中，其简称源自西周封国国名的是 

A.河南、河北                           B.湖南、湖北       

C.山东、山西                           D.广东、广西 

6.商鞅一人多姓。史书上说：秦封于商，故号商君。卫之诸庶孽公子也，人称卫鞅，姓公孙

氏，其祖本姬姓也。其中“商”姓来源于  

A.自然的崇拜                            B.所在地方的地名         

C.母亲的族姓                            D.因功得到的封地 

7.“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其中所说的“九

鼎”之所以被广泛重视并在夏商周流传，主要因为它是 

A.反映民心民意的凭据                   

B.国王祭祀的重要礼器 

C.青铜工艺水平高的标志                  

D.王朝统治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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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周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并确立了天子都城十二里（边长4.3公里）、公

国都城九里（边长3.2公里）、侯伯国都城七里（边长2.5公里）、子男都城五里（边长1.7公里）

的都城建制。以下理解正确的是 

A.都城规模的差异体现出各国经济实力的不平衡 

B.周王室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集权机制 

C.城市建制的确立反映出了西周等级分封的特征 

D.确定了以宫殿、庙坛为中心的传统建城制度 

9.在分封制度下，诸侯对周天子承担的义务有 

①镇守疆土                           ②随从作战        

③缴纳租税                           ④朝觐述职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10.据周礼天子饮宴列鼎规制为九鼎八簋。对下列出土文物反映的现象解释准确的是 

A.贵族生活更加腐化                B.剩余产品更加丰富 

C.分封制遭到破坏                 D.青铜制造业的发展 

11.关于右面的图文材料，以下解读正确的是 

A.该文物出土地区曾是西周的政治中心 

B.金文与甲骨文是该时期文明特征之一 

C.青铜礼器反映出这一时期礼制的成熟 

D.这是西周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品 

12.《三字经》中所说“周辙东，王纲堕。”透视出的深层政治信息是 

A.统治中心实现转移                    

B.宗法分封制度走向解体 

C.君主权威发生动摇                    

D.社会伦理道德面临崩溃 

13.某学者指出：“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

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 Feudalism 的时期，Feudalism 则并不是一种制度，

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洋史上之 Feudalism，便

犯了名词纠缠之病。对其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①中国史上“封建”是指西周封邦建国        

②中国史与西洋史比较研究切忌照搬照抄 

③秦朝后是严格意义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      

④西洋历史中的“封建”是指一种思想潮流 

A.①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1939 年该文物出土

于河南安阳城郊，因鼎身

内部铸有“后母戊”三字

而得名，约公元前 14至前

11世纪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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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之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

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

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据材料“封建子弟之制”指什么？该制度有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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