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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汇文中学初一（下）期中 

历    史 
考生须知： 

1．本试卷共 10 页，20 个选择，4 道大题。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 7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班级、姓名和学号。 

3．试卷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30 分） 

本部分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在每个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

目要求的一项。 

1. 绘制时间轴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是常用的历史学习方法之一。下图中“？”处对应的史实是 

 

 

A. 开凿大运河 

B. 隋朝统一全国 

C. 唐朝的建立 

D. 贞观之治 

2. 某同学利用下图的行政系统简表进行研究性学习，他研究的主题应该是（    ） 

     

A.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B. 西汉强化监察制度 C. 北魏加强专制统治 D. 唐朝完善中央官制 

3. 下表为中国古代一位历史人物年谱（部分），对此历史人物的补充说明正确的是（    ） 

公元 626

年 
公元 630 元 公元 641 年 

公元 649

年 

即皇帝位 
征突厥，俘颉利可汗，后被尊为“天可

汗 

遣文成公主远嫁吐

蕃 

崩，葬昭

陵 

 

A. 建隋朝，灭南陈，结束长期分裂局面 B. 创科举，开运河，加强南北经济联系 

C. 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成就贞观之治 D. 励精图治，整顿吏治，铸就开元盛世 

4. 右图所示为我国古代发明的一种工具，“形似纺车，四周缚以竹筒，依靠水力旋转，转动时，低则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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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高则泻水，昼夜不息，并能把低水引用到高地灌溉”。它的主要用途是 

 

A. 交通运输 B. 纸张印刷 

C. 农业生产 D. 陶器制作 

5. 某班级举办主题为“唐代经济” 图片展览。下列图片中可以入选的是（    ）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6. 某同学编了一个反映唐朝社会现象的小剧本，下列不符合史实的是（   ） 

A. 外国人在唐朝经商、做官 B. 人们欣赏异域风情的舞蹈 

C. 妇女们骑马出游，打马球 D. 人们在“坊”购买外来的沉香 

7. 从以下史料中，我们可以推断唐朝社会的特征是（   ） 

 

莫高窟第 220 窟唐代壁画的上元花灯夜 

 

莫高窟出土文献《放妻书》 

图中人物体态丰腴，线条圆润，舞蹈具有创器舞和

少数民族胡旋舞的风格。 

《放妻书》为唐代的离婚证书。其用语遣词风雅，

语气温柔。如“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

宽，各生欢喜”等。 

 

A. 社会风貌兼容并蓄、相对开放 B. 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超过男子 

C. 民间的舞蹈已经成为艺术主流 D. 经济繁荣发展，物质生活丰富 

8. 唐朝与 70 多个国家或地区有官方往来，允许各国人来留学、经商，吸收许多外国人担任官职。唐朝的

文学艺术对日本、高丽等国影响深远，丝织技术传到西亚、欧洲。这反映出唐朝（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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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外交往繁盛 B. 政治制度完善 C. 民族关系和睦 D. 南北交流加强 

9. 唐朝时期，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等方面联成一体，形成一个以

中国为文化源 中华文化圈。以下促成这一文化圈形成的有 

①日本遣唐使来华  ②鉴真东渡  ③新罗学习唐朝政治制度  ④郑和下西洋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0. 杜甫描述自己某段生活时期的社会现象写道：“有弟皆分散，无家问生死。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

兵。”与此相关的史实是（  ） 

A. 秦朝暴政 B. 贞观之治 C. 安史之乱 D. 开元盛世 

11. 归纳历史发展 阶段特征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下列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的描

述，正确的是 

A. 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勃兴 B.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C. 宋元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开创 D. 明清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 

12. 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路”是当时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在“路”设立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如转运司等，他们掌管财政等事务，共同治理州县。这种管理方式 

A. 埋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 B. 强化了宋朝的中央集权 

C. 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D. 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13. 观察下列不同时期形势（疆域）图并依据所学，分析所体现出的趋势是 

 

图 1 五代十国形势图（后周时期）     图 2 辽、北宋、西夏形势图（1111 年） 

 

图 3 元朝疆域图（1330 年）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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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藩镇割据的局面在不断重现 B. 各民族间交融趋势受到阻碍 

C.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时断时续 D.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 

14. 某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历史图片展，在某展厅出现了下列一组图片，那么该展厅 名字最合适的

是（   ） 

 

清明上河图 

 

南宋纸币铜版拓片 

 

南宋海船 

 

市舶司遗址 

 

A. 宋代商业繁荣 B. 民族政权并立 C. 宋代国家统一 D. 宋代民族融合 

15. 图中的文字为契丹大字。它由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级，在形体上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这

说明契丹族和中原民族之间存在（   ） 

 

A. 政治对立 B. 文化交流 C. 经济往来 D. 军事冲突 

16. 一位同学要按照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参观以下地点，顺序应为（    ） 

①元大都城墙遗址    ②辽南京城遗址    ③金中都水关遗址 

A. ①②③ B. ①③② C. ②③① D. ③①② 

17. 历史解释是对史实的分析或评判。下列选项属于历史解释的是（    ） 

A. 隋朝创立三省六部制。 

B. 唐朝时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 

C. 九世纪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已经有了农耕、冶铁和纺织等产业。 

D. 元朝完成全国统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8. 以下示意图表现了某一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其中①②处分别应为（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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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治局面：重新实现统一 

制度创新：② 

边疆管理：中央政府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 

民族关系：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民族交融 

 

A. 北魏、魏孝文帝改革 B. 隋朝、开凿大运河 

C.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 D. 清朝、设立军机处 

19. 1279 年，元军攻灭南宋残部，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

统一全国的时间处于（    ） 

A. 12 世纪后期 B. 12 世纪 70 年代 C. 13 世纪初期 D. 13 世纪 70 年代 

20. 如图为首都博物馆所藏元代景德镇生产的白釉多穆壶。“多穆”为藏语音译，意为盛酥油的桶。多穆壶则

是在酥油桶造型之上，于口沿加僧帽状边，又添把手和壶嘴而成的壶形。此文物可以用来说明元朝时期

（    ） 

 

A. 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 B. 瓷器设计吸收多元文化 

C. 市民都市生活丰富多彩 D. 边疆地区得到有效治理 

第二部分  材料分析题（共 40 分） 

21. 国家治理是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材料一  隋唐时期出现了“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盛世局面。 

   

（1）依据材料一，概括“盛世”局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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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国之大计，系于教育。 

历史名人 科举经历 

颜真卿 唐开元二十二年进士 

白居易 唐贞元十六年进士 

王安石 宋庆历二年进士 

苏轼 宋嘉祐二年进士 

自公元 7 世纪科举制度产生后，考试的内容多半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四书五经”等。从隋唐一直延

续到清朝末年，基本未变。科举制度的实行，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中央及各地方官学、乡村学校乃至私学，无不在教学内容上努力同科举考试对接。 

——摘编自田湘波《中国科举制度与文化实力》 

（2）依据材料二，分析科举制度对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 

材料三 

宋室信用文人，科举为世所重，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相反的，军人遭受鄙视，其素质及社会地位，

也因而日益低落。此外宋室对统兵将帅的猜防，地始终不懈。而统天大员，也多用文官，以没有战阵经验

的文人主持军事。北宋以文人统兵的，最著名的要推韩琦、范仲淹对西夏用兵，但事实上并无功效。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3）依据材料三，指出北宋政治统治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特点产生的影响。 

材料四  元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大一统时期。下图为元朝形势图（1330 年）。 

   

（4）请在材料四地图中任选两个序号．．．．．．，谈一谈元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具体措施。 

22. 农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材料一  隋大运河与元大运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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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大运河示意图                 元大运河示意图 

（1）材料一《隋大运河示意图》中可见，大运河以________________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

________________。（将序号．．所对应的城市填在横线上）元朝大运河的路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写出一点即可） 

材料二 

运河是人工河道，具备农业灌溉的机能，农民多用河水浇灌农田园圃。运河亦是南北交通动脉，拿山

东运河区域来说，由于交通便利，明代许多商人从南方贩运棉布到山东，同时在这里收购棉花运往南方，

由此刺激了山东运河沿线农民种植棉花的热情。其中不少州县，棉花成为主要农作物，粮食消费则完全依

赖于市场。另外，农民大量种植烟草、林果等，改变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运河沿线农民种植的粮食作

物也大量进入交换领域，有的被贩运到外地，有的成为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原料。 

——改编自李泉《京杭运河与明清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以江北运河区域为中心》 

（2）依据材料二，概括大运河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材料三 

唐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在此基础上开启秧播技术，南方土地利用率从原

来的 50%提升至 100%。宋代，南下移民在向南方扩展冬小麦种植范围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将农作

物种植从原来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进而将土地利用率从 100%提升至 200%，并加大精耕细作的力

度，为江南赢得经济重心的地位奠定基础。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3）根据材料三，指出唐宋时期南方土地利用率发生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4）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影响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因素都有哪些。 

23. 民族关系发展。 

材料一 

唐统治集团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产物，它建立的统一封建王朝国家亦是在前代民族融合的基础上

形成。唐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唐高祖之母为鲜卑化的匈奴独孤氏，唐太宗之母是鲜卑族窦氏，皇

后长孙氏亦是鲜卑人。李唐统治集团与少数民族接触、融合，更容易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充分认识

到民族问题之所在，发展进步的民族观，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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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材料一，指出唐代民族政策的特点。分析唐朝推行此民族政策的原因。 

材料二 

契丹、女真等民族建立的王朝，跟汉唐时期某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制国家（如匈奴、突厥等）

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他们的体制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可以和中

原王朝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它们把大片汉地纳入统辖之下，同时又始终将位于内陆亚洲的“祖宗根本之

地”视为各自领土结构的重要部分以及族属、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2）在表格中补充“契丹、女真”的政权名称。结合材料及所学，说一说这些民族的政权特点。 

民族 政权名称 

契丹 ① 

女真 ② 

材料三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撒兵。 

宋每年向辽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澶渊之盟》对辽宋双方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 影响。 

24. 城市——历史发展的缩影。 

材料一 

   

建筑类型 建筑布局 

水利系统 

唐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周围有渭河、泾河、泮河等八

条主要河流从城市附近流过，构成了“八水绕长安”的

胜景。 

民居建筑 唐朝政府将整个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一十坊。为居民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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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城的东南角及西南角分别设东、西两市，做为长安

城内商业核心。随着城市政治中心不断东移，官吏及贵

族的宅邸也不断由西往东迁移，渐渐城市西部主要成为

平民居住地区。 

宫殿建筑 
太极宫位于长安城北部中心，依据“天人合一”思想，

体现皇权至上。 

宗教建筑 
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唐长安城中有“僧寺六十四；尼寺

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王祠四。” 

——改编自李照卿《浅析唐长安城建筑布局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1）依据材料一，概括唐长安城建筑布局的特点。 

材料二 

   

北宋纸币铜板拓片 

四川是宋朝极富特色的铁币流通区。当时流通的铁钱。一贯小钱 6.5斤，一贯大钱 12 斤，光是买一

匹罗就需要重达 130 斤的小钱。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物产丰富，贸易繁荣。其中不乏远距离城市

之间的贸易，铁币不仅使运输成本大大提高，而且增加了运输风险。这就亟需一种方便携带，持久稳定的

货币，加之宋代对金属的采掘和冶炼水平不高，黄金白银产量较少，也不易替代铁币进行流通。 

雕版印刷术产生于唐代，成都是其首先繁荣的城市。北宋时期，成都依然是雕版印刷业的中心，“蜀

板”非常精熟，成为交子产生和发行的重要保障。 

——改编自薛彦文《宋朝纸币浅析：以交子为例》 

（2）依据材料二，分析“交子”产生于四川地区的原因。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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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非巨

丽，无以显尊

严，非雄壮，无

以威天下，制度

之巧，古今罕

有”！ 

①现代壁画 

艺术性地表现了忽必烈聘

请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

持设计、修建妙应寺白塔

的场景。 

②妙应寺白塔遗址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

街，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

内建于元朝的白塔，是中国现

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

佛塔。 

③《圣首特建释

迦舍利灵通之塔

碑文》（元世祖

至元年间） 

记述了忽必烈亲

自勘察选址，建

造白塔的史实。 

（3）从材料中选出研究北京妙应寺白塔历史最可信的两则材料。（写序号，多选、错选不得分）文物古迹

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谈谈你对妙应寺白塔在历史研究方面价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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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30 分） 

本部分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在每个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

目要求的一项。 

1. 【答案】B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杨坚就是隋文帝。589 年杨坚灭掉了陈，成功地统

一了西晋末年以来近 300年的分裂局面，故 B符合题意；605年开凿大运河；618年唐朝的建立、李世民统

治时期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故 ACD 不合题意。故此题选 B。 

【点睛】抓住题干关键词“589 年”是解题的关键，589 年杨坚灭掉了陈，成功地统一了西晋末年以来近 300

年的分裂局面。 

2. 【答案】D 

【详解】根据题干“示意图行政系统简表进行研究性学习”和所学知识可知，贞观时期推行了一系列革新

的措施。在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吏部、户部、礼

部、兵部、刑部和工部），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D 项正确；秦朝建立的是三公九卿制，排除 A

项；西汉设置刺史强化监察制度，排除 B 项；隋朝创立三省六部制，北魏还没有三省六部制，排除 C 项。

故选 D 项。 

3. 【答案】C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中国古代一位历史人物年谱（部分）”可得出，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 626 年即皇帝位，

公元 630 元征突厥，俘颉利可汗，后被尊为“天可汗”，公元 641 年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公元 649 年葬昭

陵，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太宗在位时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成就贞观之治，C 项正确；隋文帝建隋朝，

灭南陈，结束长期分裂局面，排除 A 项；隋炀帝创科举，开运河，加强南北经济联系，排除 B 项；唐玄宗

励精图治，整顿吏治，铸就开元盛世，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点睛】 

4. 【答案】C 

【分析】 

【详解】题中对工具的介绍，有个别关键词，比如“竹筒”，“灌溉”等，由此结合所学可知，此工具为隋唐

时期的筒车，由于农业灌溉，也反映出当时古代农业的发达，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故选 C 项。 

5. 【答案】D 

【详解】根据题干“唐代经济”和所学知识可知，在农业方面，垦田面积逐渐扩大，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

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曲辕犁和筒车。所以，②③符合题意，唐朝的手工业发展到很

高水平。闻名中外的唐三彩，造型精美，色彩亮丽。所以，④符合题意，所以②③④正确，D项正确；①

二牛抬杠耕作为汉代的农业生产活动，①不符合题意，ABC项错误，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6. 【答案】D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代坊市制度具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市）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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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坊）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因此“人们在‘坊’购买外来的沉香”，不符合唐朝史实的。选项 D 符合

题意；选项 ABC 符合唐朝的社会现象，但是不符合题意，可排除。故选 D。 

7. 【答案】A 

【详解】由材料信息"图中人物体态丰腴，线条圆润，舞蹈具有剑器舞和少数民族胡旋舞的风格”可知，这

反映了唐朝兼容并蓄。由“《放妻书》”可以反映出唐朝社会风气相对开放，A 项正确；妇女的社会地位已

经超过男子无法体现，排除 B 项；民间的舞蹈已经成为艺术主流题干无法体现，排除 C 项；题中图片旨在

强调唐朝社会风气开放，与经济繁荣发展，物质生活丰富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8.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唐朝与 70 多个国家或地区有官方往来，允许各国人来留学、经商，吸收许多外国人担

任官职、唐朝的文学艺术对日本、高丽等国影响深远，丝织技术传到西亚、欧洲”可知，唐朝与他国之间

有政治、经济交流，中外交往繁盛，A 项正确；政治制度完善，材料未体现，排除 B 项；民族关系和睦是

唐朝与少数民族之间，排除 C 项；南北交流加强，材料未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9. 【答案】A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日本遣唐使来华，鉴真东渡，均传播了唐文化，新罗学习唐朝政治制度，也传播

了唐朝文化，故 A 符合题意；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时期，与题干无关，排除，故 BCD 均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10. 【答案】C 

【详解】根据“杜甫描述自己某段生活时期的社会现象”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题目诗句反映的史实是安史

之乱。755 年，安禄山借口朝廷出现奸臣，和部将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持

续八年之久，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浩劫；唐朝的国势由盛转衰；唐朝中央权

力衰微，安史旧将和内地节度使权势加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1. 【答案】B 

【详解】依据所学知识可知，B 项隋唐时期是繁荣与开放 社会，B 项正确；A 项秦汉时期是统一国家建

立的时期；C 项宋元时期是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D 项明清时期是多民族巩固与发展的时期，ACD 项错

误，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2. 【答案】B 

【详解】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财政上：取消节度使收税的权力，设置转运使，把地方财赋收归

中央。这一举措，宋朝把中央集权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B 项正确；地方没有财政权，失去了藩镇割据

经济基础，排除 A 项；设置转运使并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排除 C 项；地方没有财政独立权，导致经

济发展滞后，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13. 【答案】D 

【详解】据所学知识可知，唐朝灭亡之后，北方先后出现了五个政权，南方出现了九个政权，加上北方割

据太原的北汉，全称为五代十国。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汴京，历史上称为北宋。916

年，阿保机称皇帝，建立契丹政权，定都上京，阿保机就是辽太祖。后来，契丹改国号为辽，1038 年党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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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定都兴庆，夏位于宋的西北，历史上称为西夏。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次年定都大都．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元朝疆域“北逾

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越汉朝和唐朝。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广大地区，

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元朝的版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观察题干不同时期形势

（疆域）图并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图片所体现出的趋势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选项 D 符合题意；

藩镇割据的局面在不断重现表述与史实不符，A 排除；图片没有体现民族交融，B 排除；图片没有涉及东

西方的文化交流，C 排除。故选择 D。 

14. 【答案】A 

【分析】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东京的商业繁华景象，“南宋纸币拓片”反映

的是南宋发行纸币便于商业流通、“南宋海船”“市舶司遗址”是反映了海外贸易的发达，海外贸易也属于宋

朝商业方面，A 项正确；题干图片没有涉及民族政权并立、宋代国家统一、宋代民族融合的内容，排除

BCD 项。故选 A 项。 

15.【答案】B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图中的文字为契丹大字。它由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级，在形体上仿汉字

合成一个方块字”，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反映了契丹大字是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

契丹族和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B 项正确；文字相似不能反映政治对立、经济往来、军事冲突，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16.【答案】C 

【详解】根据题干“一位同学要按照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参观以下地点”和所学知识可知，①元大都城墙遗址

是 1271 年元朝建立，定都大都，即北京。②辽南京城遗是公元 926 年契丹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在幽州

建立了陪都，因为其陪都建立在大辽疆域的南部所以称“南京”，又叫“燕京”（今北京）。 ③金中都水关遗

址是 1153 年，金朝的金废帝完颜亮迁都燕京。其正确顺序为②③①，C 项正确；ABD 项排序错误，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17. 【答案】D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元朝完成全国统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评价元朝

统一的意义和影响，是史论，D 项正确；ABC 项均是对史实的客观陈述，是史实，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18. 【答案】C 

【详解】根据“中央政府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元朝时期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事

务，标志中央政府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因此该朝代是元朝。元朝时期创立了行省制度以适应辽阔的

疆域。C 项正确；北魏处于政权并立时期。排除 A 项；开凿大运河不属于制度创新。排除 B 项；清朝不是

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王朝。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9. 【答案】D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00 年为一个世纪，10 年为一个年代，因此 1279 年元朝统一全国的时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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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 70 年代，D 项正确；其他选项均与题文信息不符，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20. 【答案】B 

【分析】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白釉多穆壶的描述说明瓷器设计吸收多元文化，B 项正确；元

代景德镇生产的白釉多穆壶不能体现农业生产，市民都市生活，边疆地区的治理，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点睛】 

第二部分  材料分析题（共 40 分） 

21. 【答案】（1）特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社会稳定。 

     

（2）作用：推动儒学的传承、发展；扩大人才选拔范围、层次；调动人们积极读书学习，提高社会的文

明水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等。     

（3）特点：重文轻武； 

影响：扭转了五代十国时期尚武轻文的风气，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政移的情况发生，有利于政权的稳固

和社会的安定。但也逐渐导致了国家军事作战能力衰弱，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处于偏安局面。 

     

（4）①：宣政院；②澎湖巡检司；③北庭都元帅府。 

【小问 1 详解】 

特点：根据材料“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盛世局面的具体描述，可从经济、人民和社会等

角度来分析其特点，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社会稳定。 

【小问 2 详解】 

作用：根据材料“考试的内容多半以儒家经典为主”得出，推动儒学的传承、发展；根据材料“中央及各地方

官学、乡村学校乃至私学，无不在教学内容上努力同科举考试对接。”得出，扩大人才选拔范围、层次；

根据材料“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分析得出，调动人们积极读书学习，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根据

材料“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得出，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等。 

【小问 3 详解】 

特点：根据材料“宋室信用文人，科举为世所重，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相反的，军人遭受鄙视，其素质

及社会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得出重文轻武； 

影响：结合所学可知，北宋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可分两个角度回答，积极的是扭转了五代十国时期尚武

轻文的风气，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政移的情况发生，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消极的是逐渐导

致了国家军事作战能力衰弱，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处于偏安局面。 

【小问 4 详解】 

具体措施：根据图示结合所学可知，①处是西藏地区，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宣政院进行管辖；②处是台湾

地区，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③处是新疆地区，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进行管辖。 

22. 【答案】（1）    ①. 洛阳    ②. 余杭    ③. 政治中心向北迁移（或政治中心在北方）    



 

第15页/共17页 
 

     

（2）作用：促进了沿线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便利了南北的交通运输。 

     

（3）趋势：土地利用率从原来的 50%提升至 200%。原因：复栽技术、秧播技术的应用、冬小麦种植范围

的扩大、稻麦轮作制的发展等。     

（4）因素：兴办水利工程、政策鼓励、稳定的社会环境、生产技术的改进、劳动力的补充等。 

【小问 1 详解】 

①：观察“隋大运河示意图”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②：观察“隋大运河示意图”结

合所学知识可知，大运河北抵涿郡，南至余杭。③：观察“ 元大运河示意图”，对比“隋大运河示意

图”可知，元朝时河道发生改变，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这是因为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因此元朝

大运河的路线发生变化的原因是政治中心在北方。 

【小问 2 详解】 

作用：根据材料二信息“运河是人工河道，具备农业灌溉的机能，农民多用河水浇灌农田园圃”可得出：

促进了沿线农业的发展；根据“运河亦是南北交通动脉，拿山东运河区域来说，由于交通便利，明代许多

商人从南方贩运棉布到山东，同时在这里收购棉花运往南方”可得出：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根据“运河

沿线农民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大量进入交换领域，有的被贩运到外地，有的成为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原料”可

得出：便利了南北的交通运输。 

【小问 3 详解】 

趋势：根据材料二“唐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在此基础上开启秧播技术，南方

土地利用率从原来的 50%提升至 100%。”可知，唐宋时期南方土地利用率发生的变化趋势是南方土地利用

率从原来的 50%提升至 200%。原因：根据材料信息“唐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

在此基础上开启秧播技术”可得出：复栽技术、秧播技术的应用；根据“南下移民在向南方扩展冬小麦种

植范国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可得出：冬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稻麦轮作制的发展等。 

【小问 4 详解】 

因素：根据材料二信息“运河是人工河道，具备农业灌溉的机能，农民多用河水浇灌农田园圃”，结合所

学知识可得出：兴办水利工程、政策鼓励、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材料三信息“唐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南

迁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在此基础上开启秧播技术”，结合所学知识可得出：生产技术的改进、劳动力

的补充等。 

23. 【答案】（1）特点：开明的民族政策； 

原因：唐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统；李唐统治集团与少数民族接触、融合，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发展

进步的民族观；唐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正确处理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巩固统治必须应

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2）名称：①：辽；②：金。 

政权特点：统治区域兼有内地和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程度较高，与中原王朝差距不大。

保有其原有的生存和活动区域，保留其本民族的文化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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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社会经济，保持和平稳定局面，促进了经济交流与发展；民众生活，促进了民族交融，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 

【小问 1 详解】 

特点：根据材料“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出，开明的民族政策； 

原因：根据材料“唐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唐高祖之母为鲜卑化的匈奴独孤氏，唐太宗之母是鲜卑

族窦氏，皇后长孙氏亦是鲜卑人。”得出，唐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统；根据材料“李唐统治集团与少数民

族接触、融合，更容易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之所在，发展进步的民族观”得

出，李唐统治集团与少数民族接触、融合，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发展进步的民族观；结合所学还可从

唐朝的疆域、民族构成的角度分析，如唐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正确处理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

统治者巩固统治必须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小问 2 详解】 

名称：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契丹族建立的王朝是辽，女真族创建了金朝，因此①：辽；②：金。 

政权特点：根据材料“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得出，政治、经济和文化

方面发展程度较高，与中原王朝差距不大。根据材料“它们把大片汉地纳入统辖之下，同时又始终将位于

内陆亚洲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各自领土结构的重要部分以及族属、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得出统治区域

兼有内地和边疆地区，保有其原有的生存和活动区域，保留其本民族的文化制度因素。 

【小问 3 详解】 

影响：根据材料“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和所学可知，在社会经济上，宋辽双方保持和平稳定局

面，促进了经济交流与发展；结合所学，可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分析，如民众生活，促进了民族交融，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 

24. 【答案】（1）特点：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整齐，商业繁荣。商业区和居民区分离；水

利设施完善、体现皇权至上和宗教信仰。     

（2）原因：四川地区，物产丰富，贸易繁荣；四川是宋朝极富特色的铁币流通区；铁币不仅使运输成本

大大提高，而且增加了运输风险。     

（3）材料：②③；认识：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 

【小问 1 详解】 

特点：由唐长安平面图和建筑布局可知，长安城建筑布局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

整齐，商业繁荣。商业区和居民区分离；水利设施完善、体现皇权至上和宗教信仰。 

【小问 2 详解】 

原因：由材料“四川是宋朝极富特色的铁币流通区”“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物产丰富，贸易繁

荣。”“铁币不仅使运输成本大大提高，而且增加了运输风险。”可知，交子产生与四川地区的原因是，

四川是宋朝极富特色的铁币流通区；四川地区，物产丰富，贸易繁荣；铁币不仅使运输成本大大提高，而

且增加了运输风险。 

【小问 3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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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遗址属于第一手史料，可信度最高；碑文是当时记录的情况，可信度较高，所以最可信的两则材料

是②③；认识：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