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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对商鞅变法所造成的结果，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确立了私有土地的法律地位              B. 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 

C. 促进了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             D. 设立并推广了新的行政区划 

 

2. 关于春秋时期改革的表述，正确的是 

A. 废除世卿世禄制                         B. 以改革上层建筑为目标 

C. 确立中央集权制                         D. 改革主要针对经济基础 

 

3. 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由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转变的变革期 

B. 诸侯林立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C. 战争客观上推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 

D. 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的反映 

 

4. 战国时期，各国大多实行县制的主要原因是 

A. 有利于地方官员间相互监督         B. 诸候征战不断，无法对抗中央 

C. 地方行政自治、体系独立           D. 国君直接掌控地方官员任免权 

 

5. 下列内容中，与“相地而衰征”具有相似作用的改革措施是 

A. 尽地力之教                      B.废井田，开阡陌 

C. 实行均田制                      D.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6. 在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为专职官僚制度所取代，在以下措施中，体现这一变

化趋势的是 

①奖励军功  ②推行县制  ③什伍连坐制  ④宗法分封制 

A. ①②          B. ①③          C. ①④           D. ②③ 

 

7.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能够成功的原因是 

①其变法符合秦国的国情     ②改变落后局面成为迫切要求 

③得到秦始皇的大力支持     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形成潮流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8.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提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家族主义关系破裂，家族纽带瓦解引起的社

会流动”。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 

A．宗法观念已经消亡              B．血缘政治逐渐瓦解 

C．地方势力日益增强              D．中央集权开始形成 

 



9. 先秦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向精耕细作的个体农业的转変、推动这个

转变的因素有 

①铁器牛耕的使用  ②城市商业的发展  ③各国的变法运动  ④水利设施的兴修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0.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初步具备了君主专制国家的雏形，正从宗族国家向君主专制国家

过渡。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 

A．宗法分封制度已经终结              B．血缘政治纽带得到加固 

C．官吏选拔原则发生变化              D．家国一体观念趋向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