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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延庆初一（上）期末 

历    史 

一、选择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5 分，满分 45.0 分） 

1．（1.5 分）如图图片是小明同学在课上记的笔记，据此判断他正在学习的内容是（  ）

A．元谋人 B．北京人 C．山顶洞人 D．半坡人 

2．（1.5 分）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发现距今约 7000 年的远古人类遗址。下面两幅图片所示文物是这个遗址中出土的

炭化稻谷和猪纹陶器。据此判断，当时在这里生活的是（  ） 

A．元谋人 B．北京人 C．河姆渡居民 D．半坡居民 

3．（1.5 分）以下是一位同学制作的朝代更替示意图，其中△处依次应填（  ）

A．夏、商 B．商、春秋 C．春秋、西汉 D．西汉、东汉 

4．（1.5 分）文物反映一定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下列最能反映商朝社会生活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5．（1.5 分）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有一部分应该归

功于他们的文字。”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字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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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骨文 B．金文 C．小篆 D．隶书 

6．（1.5 分）许多成语来源于历史。一位同学搜集了如下的成语：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围魏救赵和纸上谈兵，

从这些成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点之一是（  ） 

A．经济快速发展 B．国家实现统一 

C．学术思想活跃 D．军事战争不断 

7．（1.5 分）古代某一著名水利工程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泄洪。它是世界上唯一留存并仍在使用的无坝引水

水利工程。其修建者是（  ） 

A．郭守敬 B．商鞅 C．李冰 D．隋炀帝 

8．（1.5 分）如图反映了秦朝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图中方框空白处应为（  ）

A．圆形方孔钱 B．刀形币 C．铲形币 D．五铢钱 

9．（1.5 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上述言论是（  ） 

A．老子 B．孔子 C．墨子 D．庄子 

10．（1.5 分）小军同学在刚结束的模拟试中考砸了。爷爷慢吞吞地说：“这次考差了不全是坏事，知道差在哪

儿，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嘛！”其中爷爷的言论与古代哪一学派的主张最接近？（  ） 

A．儒家 B．法家 C．道家 D．墨家 

11．（1.5 分）如图笔记上呈现的内容与哪一位历史人物相关（  ） 

A．秦始皇 B．汉文帝 C．汉武帝 D．光武帝 

12．（1.5 分）如图反映的是我国哪个朝代的疆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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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西晋 

13．（1.5 分）东汉建立以后，他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减轻农民的负担，减轻刑法……又允许北方少数民族内迁，

缓和民族矛盾。材料中的“他”是（  ） 

A．汉高祖 B．汉文帝 C．汉武帝 D．汉光武帝 

14．（1.5 分）“外戚梁冀先后立了三个皇帝，独揽朝政 20 余年……年幼的汉质帝不满梁冀专权，说他是‘跋扈将

军’，梁冀居然令人毒死了他。”材料反映出东汉后期出现的局面是（  ） 

A．外戚专权 B．政治清明 C．新旧交替 D．州牧割据 

15．（1.5 分）孔子周游列国时带了三大车竹简，出行不便。导致这一现象发生根本变化的是（  ） 

A．丝织技术 B．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C．雕版印刷术 D．蔡伦改进造纸术 

16．（1.5 分）如图这种模仿五种动物姿态的体操被称作五禽戏。其编创人是（  ）

A．炎帝 B．华佗 C．张仲景 D．贾思勰 

17．（1.5 分）某同学看到一本古代史书，其目录如图，这本史书应是（  ） 

A．《论语》 B．《史记》 C．《天工开物》 D．《本草纲目》 

18．（1.5 分）赤壁之战发生于 208 年，这一时间还可表述为（  ） 

A．2 世纪初期 B．2 世纪末期 C．3 世纪初期 D．3 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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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分）下面两幅图片共同反映的历史现象是（  ）

A．民族交融 B．中外交流 C．经济发展 D．文化成就 

20．（1.5 分）《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农书，其作者是（  ） 

A．贾思勰 B．王羲之 C．顾恺之 D．锺繇 

21．（1.5 分）某中学春秋史社的同学们正在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开发原因”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下列各

项能入选该主题的是（  ） 

①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

②北民的大量南迁增加了劳动力

③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安定

④江南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22．（1.5 分）周杰伦创作的“中国风”歌曲：“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忙不迭，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

美…”。你唱到他的这首歌时会想到以下哪位书法家（  ） 

A．张旭 B．王羲之 C．柳公权 D．颜真卿 

23．（1.5 分）小明同学为某单元设计了如图所示的示意图，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判断该单元的主题是（  ） 

A．中华文明的起源 B．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 

C．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 D．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24．（1.5 分）一位古代数学家在其著作《缀术》中，首次记录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这位数

学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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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顾恺之 B．王羲之 C．郦道元 D．祖冲之 

25．（1.5 分）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其著作中写道：“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十年寒

窗，也可跃登上第。”材料中所说的制度是（  ） 

A．分封制 B．宗法制 C．科举制 D．三省六部制 

26．（1.5 分）唐朝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运漕商旅，往来不

绝。”这段史料体现了隋朝大运河开通的主要作用是（  ） 

A．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B．提高了隋朝造船技术 

C．便利了隋炀帝巡游玩乐 D．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 

27．（1.5 分）毛泽东曾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来评价四位古代帝王。下列史实与“唐

宗”有关的是（  ） 

A．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贞观之治 

D．陈桥兵变 

28．（1.5 分）据史书记载，唐朝长安的崇仁坊多修造乐器的商店；延寿坊有出售金银财宝；胜业坊有“以小车推

蒸饼卖之”；永昌坊有茶肆；新昌坊有客舍。这一记载表明（  ） 

A．农业生产发展 B．商业经济繁盛 

C．对外贸易活跃 D．经济重心南移 

29．（1.5 分）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反映了中外交往的诗句是（  ） 

A．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B．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C．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D．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30．（1.5 分）“唐朝的社会风气显示出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下列文物能支撑该观点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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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二、解答题（共 4 小题，满分 55 分） 

31．（15 分）历史学习有一些基本的方法，其中学会阅读至关重要。 

阅读文本结构 

（1）以上文字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西周的分封制。请将语句对应的序号．．分别填写在相应的横线上。

周王分封的“对象”是： 

周王分封的“依据”是： 

受封者的“权利”体现在： 和 

受封者的“义务”是： 

分封的“目的”在于： 

（2）这段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下列哪个历史问题 

A．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     B．早期国家是如何诞生的      C．周王如何加强皇权 

解读历史信息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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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3）看材料应先看“出处”，材料一出自《史记》，它的作者是史学家 ；再看内容，材料记录的历史事件

是     ；结合所学可知，此事件发生的背景是     。 

（4）材料二是中国古代哪场战役的形势图？写出这场战役的历史意义。 

32．（15 分）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 

材料一 如表所示 

①奖励军功，按军功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②规定官员必须在朝廷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③奖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

④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联姻，改姓汉姓

⑤设立县制，由国君任命官吏治理

⑥以汉服装代替鲜卑服

（1）某同学搜集了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部分措施（见表），请回答商鞅变法出现在哪个时期？并根

据所学知识，将上表中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序号填写在下表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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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属于商鞅变法措施的序号 B．属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措施的序号 

（2）请任选上表中关于商鞅变法内容的两项措施，谈谈改革措施的具体作用。 

材料二  关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学者们有各种观点。 

观点一：北魏孝文帝改革，使鲜卑等民族融入了汉族之中。正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才为汉民族不断注

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

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 

﹣﹣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观点二：北魏孝文帝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使鲜卑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了自己的姓氏，没有了服

饰，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鲜卑彻底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 

﹣﹣黄朴民《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3）依据材料二回答：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分别有什么观点？ 

（4）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积极影响。 

33．（15 分）“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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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公元前 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途中遭匈奴扣留，到公元前 126 年才回到长安。公元前

119 年，张骞再次奉命出使乌孙等国，公元前 115 年回到长安。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回答，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在位皇帝、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张骞身上能学到

哪些精神品质？ 

材料二 如图 2、3 所示 

（2）结合图 2 汉代丝绸之路示意图，指出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最远到达的地区。 

（3）结合图 3 西汉疆域示意图，说出设置西域都护的作用。 

材料三  丝绸和香料从原料产地向西，运输到中亚、伊朗、阿拉伯和罗马帝国的消费者手里，罗马帝国生产的

玻璃器皿、葡萄酒等也在丝绸之路上大量流动。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吸引了远方的信教者。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4）结合材料三，概括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材料四 如图 4 所示 

（5）结合材料四，列举唐朝中外交流的两个典型事件，并任选其一简要说明。 

材料五  当前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和投资低速，发展不平衡加剧。战乱和冲突，恐怖主

义等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丰硕的成果表面，“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 

﹣﹣摘编自习近平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6）根据材料五，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34．（10 分）2019 年春节，故宫博物院开展了“紫禁城里过大年”主题活动，某历史小组开展了“探秘紫禁城”的研

学活动。 

【紫禁城的布局】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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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

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宫殿是沿着一

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

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 

（1）依据材料一，在紫禁城平面图上用“﹣﹣”标示出紫禁城外朝、内廷的分界线和南北中轴线。 

【紫禁城的变迁】 

材料二： 

紫禁城于公元 1406 年开始建设，曾有 25 位皇帝在此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将自己喻为是“上天之

子”，即“天子”，在人间的住所称为“紫宫”。……皇帝居住的皇宫四周警戒森严，有严格的宫禁，不可以随便出

入。192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幕典礼。……值此双十节，北京城万人空巷，人

潮涌向故宫。会后，善后委员会通电各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说紫禁城的功能发生了什么变化？ 

【紫禁城的今天】 

材料三： 

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五大皇宫之一，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收藏有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据统计共达 1052653 件，占中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是中国收藏文物最丰富

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3）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故宫博物院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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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未来】 

材料四： 

故宫博物院推进“学术故宫”建设，研究领域涵盖了考古、戏曲、书画、陶瓷、玉器、宫廷技艺、钟表、文化遗

产、中医药文化等 22 项，使研究成果不断转化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广大社会公众的丰富内容，使

各项活动充满文化内涵。“数字故宫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使得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物藏品资源能够通过数字

技术，以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方式传播。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平台的数据统计，故宫打造了一系列的文

化产品，使人们不断接触到一个锐意创新、不断发展的“新”故宫。2020 年，故宫建成 600 年，院长单霁翔说：

“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 

（4）习近平主席说过“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结合上述材料，举例说明故宫博物院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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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延庆初一（上）期末历史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5 分，满分 45.0 分） 

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周口店、距今约 70 万年﹣20 万年”为切入点，考查北京人的相关史实。 

【解答】依据“周口店、距今约 70 万年﹣20 万年”可知，距今约 70﹣﹣20 万年的北京人，生活于北京西南周口

店的山洞里。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需要准确识记北京人的相关资料。 

2．【答案】C 

【分析】本题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发现距今约 7000 年的远古人类遗址为切入点，考查的是河姆渡原始居民的相

关知识点。 

【解答】依据题干信息“浙江发现距今约 7000 年的远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和猪纹陶器”，结合所学知

识可知，河姆渡聚落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距今约 7000 年，是长江流域氏族聚落的代表。那里的居民普遍使

用磨制石器，还用动物骨骼制作工具，会制造黑色陶器。河姆渡居民主要种植水稻，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

畜，C 项符合题意；ABD 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史实的准确识记和理解能力。注意掌握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有关内容。 

3．【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朝代顺序。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解答】中国王朝更迭顺序口诀为：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

秦两汉（西汉和东汉）；三分魏蜀吴，二晋（西晋和东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其中△处依次应填商、春秋。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需要准确识记相关朝代的先后顺序。 

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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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是图片型选择题，主要考查重要历史图片的识记和理解．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是商朝． 

【解答】A、①是司母戊鼎，反映商朝灿烂的青铜文明； 

B、②是人面鱼纹彩陶，反映半坡原始居民的信息； 

C、③是兵马俑，反映秦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 

D、④是汉、胡服俑，反映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民族融合的信息。 

故选：A。 

【点评】注意对重要历史图片反映的历史信息的理解． 

5．【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文字演变的有关内容，要在掌握课本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从

而得出结论。 

【解答】据所学知识，我国很早就有文字了，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商朝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文字叫

甲骨文，甲骨文已经具备了现在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我们今天的文字来源于甲骨

文，甲骨文是我国发现最早比较成熟的文字。 

故选：A。 

【点评】本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本题的关键点是分析题干，注意准确识记文字演变的相关知识点。 

6．【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是诸侯兼并争霸不断。 

【解答】根据所学知识可知，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兵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中留下的成

语，因而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争霸不断的社会特点。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考查学生的识记和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熟练掌握基础知识。 

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古代某一著名水利工程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泄洪。它是世界上唯一留存并仍在使用的无坝

引水水利工程”为切入点，主要考查了都江堰的史实，掌握相关基础知识。 

【解答】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岷江流域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分水鱼嘴”“飞沙

堰”“宝瓶口”等组成，它是一项综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消除了岷江水患，灌溉了大片田地，使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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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天府之国”。至今仍然发挥着分洪、灌溉和运输的作用。两千多年来，一直造福人民。都江堰 2000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符合题意。C 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都江堰的史实。 

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秦始皇统一货币，知道秦始皇规定在全国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铜钱为全国统一货币． 

【解答】题干直接给出秦朝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设问考查空白处内容。秦灭六国以

后，秦始皇规定在全国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铜钱为全国统一货币。 

故选：A。 

【点评】解答本题需要注意图片中各国货币的形状，五铢钱是汉武帝时铸造的． 

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为切入点考查了孔子相关知识，掌握相关基

础知识。 

【解答】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知，材料出自

《论语》；这一著作记录了孔子的言论。春秋晚期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死后，他的弟子将其言行整理成《论语》一书。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孔子的思想，主要考查学生的分析归纳和综合运用历史史实的能力。 

10．【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老子的有关知识．识记老子的辩证法的思想． 

【解答】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来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即事物都有对立

面，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等。材料“这次考差了不全是坏事，知道差在哪儿，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相互转

化嘛！”反映的是正是老子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故选：C。 

【点评】本题以老子辩证法的材料为背景，考查的是学生对老子思想的有关知识的记忆、理解能力． 

1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汉武帝。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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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根据题干给出的“大一统”等内容可知相关人物是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建议，

颁布“推恩令”，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加强朝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

央，统一铸造五铢钱。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需要灵活运用汉武帝大一统的相关史实。 

12．【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秦朝的疆域，知道秦朝的疆域，东至东海，南至南海，北到长城一带，西到陇西。 

【解答】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秦朝的疆域，东至东海，南至南海，北到长城一带，西到陇西。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秦朝的疆域，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掌握基础知识。 

13．【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公元 25 年，皇族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解答】依据所学可知，公元 25 年，皇族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就是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

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刑法，又允许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缓和民族矛盾。光武帝末年，社会

安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这个时期的统治为“光武中兴”，所以 D 项符合题意。由此分析 ABC 三项均不

符合题意，排除。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注意掌握光武中兴和汉朝的建立。 

1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公元 25 年，皇族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解答】“外戚梁冀先后立了三个皇帝，独揽朝政 20 余年”材料反映了外戚专权。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继位的皇

帝大多年幼，不能主政，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动摇了东汉的统治，东汉王朝

走向了衰亡。故 A 符合题意。 

故选：A。 

【点评】本题属于材料型选择题，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解答此类必须认真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

提炼材料中的重要信息和观点。 

15．【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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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以孔子周游列国时带了三大车竹简，出行不便为切入点，主要考查蔡伦改进造纸术。 

【解答】孔子周游列国时带了三大车竹简，出行不便。导致这一现象发生根本变化的是蔡伦改进造纸术。我国

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西汉前期，人们从“积飘絮成絮片”中得到启示，发明了纸。西汉时能够用丝絮和麻

造纸。西汉末期，能够制造出纤维分布均匀、质地比较细白的纸。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

界上最早的纸。东汉蔡伦改进纸术、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造成便于书写的纸，人称“蔡侯纸”，造纸术

的发明和改进，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变革。是我国古代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的造纸术逐渐传播到

世界各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普及，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故选：D。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解读题干和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和准确识记能力。识记与灵活掌握秦汉科技、文化、思想

等方面的成就。 

16．【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五禽戏为切入点，主要考查华佗的医学成就。 

【解答】华佗擅长针灸和外科手术，为减轻病人疼痛，制成全身麻醉药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还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活动姿态，编了一套医学体操，叫做“五禽戏”，能强身健体。华佗被称

为“神医”。B 符合题意。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解读题干和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和准确识记能力。识记与灵活掌握秦汉科技、文化、思想

等方面的成就。 

1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图片内容”为切入点，考查了《史记》的知识。 

【解答】根据题干给出图片中的“纪、传”可知是这本史书是《史记》。生活在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

所写的《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故“图片内容”与《史

记》有关。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需要灵活运用《史记》的地位。 

1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赤壁之战的相关知识，掌握世纪换算的相关知识。 

【解答】赤壁之战发生于 208 年，这一时间还可表述为公元 3 世纪初期。208 年属于公元 3 世纪初期。世纪换

算公元千百位数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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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需要准确识记三国鼎立与世纪换算。 

1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民族交融。北魏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 

【解答】根据题干给出的两幅图片属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生活相互影响的事例，它们共同反映的历史现象是民族

交融。孝文帝规定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将鲜卑贵族的姓氏改

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拔改为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

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 

故选：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需要全面分析题干相关内容，寻找共同之处，确定主题。 

20．【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齐民要术》。 

【解答】北朝的贾思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

著作，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选：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成就的相

关史实。 

2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某中学春秋史社的同学们正在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开发原因”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为切

入点，考查的是人口南迁和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有关内容。 

【解答】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开发原因有：江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

越条件；南迁的人给江南地区带去了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江南地区的战争相对

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江南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

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所以①②④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史实的准确识记和理解能力。注意掌握人口南迁和江南地区的开发的相关知识

点。 

22．【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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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书法家王羲之的相关内容。 

【解答】材料中出现“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由兰亭、行书可知，这位书法家是王羲之，王羲之的行书

代表作是《兰亭序》。王羲之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故选：B。 

【点评】注意找准材料中的关键词，做出选择。 

23．【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 

【解答】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图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是典型的政权分立时

期，同时政权分立各民族相互交往，促进了民族融合，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故这一时期

的特点是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2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祖冲之的相关知识，关键信息是“首次记录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 

【解答】与信息“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缀术》”相关的历史人物是祖冲之。祖冲之，是

我国南朝宋、齐之际著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在数学方面，他写

了《缀术》一书，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相当于精确到小数第 7 位，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比欧洲人早了约 1000 年。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识记与灵活掌握三国两晋南北朝科技、文化和艺术成就。 

25．【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科举制度的影响。 

【解答】结合材料“平民社会，穷苦子弟，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可以判断这一制度是科举制。隋朝文帝

时期，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

正式诞生。从此，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力也从地方集中到朝廷。科举制打破了

门第的限制，给一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做官参政的机会；选拔官吏的权力也从地方集中到中央，为统治者吸

收、笼络人才拓宽了道路；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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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科举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一直是历史考查的重点，同学应注意掌握。 

26．【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唐朝杜佑所撰《通典》中的记载为切入点，主要考查隋朝大运河开通的主要作用的相关史实。

掌握相关基础知识。 

【解答】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隋炀帝征发几百万人从 605 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两

千多公里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

河，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唐朝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

渠。……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这段史料体现了隋朝大运河开通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故选：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识记隋朝大运河开通的主要作用的相关史实。 

2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为切入点，考查贞观之治的相关知识点。 

【解答】“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中的“唐宗”是唐太宗。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安定，

选用良吏，任用房玄龄、魏征等人担任要职，提高行政效能，轻徭薄赋，简法轻刑，重视教育。在唐太宗统治

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C 符合题意。A 统一

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是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B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D 陈桥兵变是

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的手段。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识记贞观之治的相关史实。 

2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据史书记载，唐朝长安的崇仁坊多修造乐器的商店；延寿坊有出售金银财宝；胜业坊有“以小车

推蒸饼卖之”；永昌坊有茶肆；新昌坊有客舍为依托，考查盛唐商业经济繁盛。 

【解答】据史书记载，唐朝长安的崇仁坊多修造乐器的商店；延寿坊有出售金银财宝；胜业坊有“以小车推蒸饼

卖之”；永昌坊有茶肆；新昌坊有客舍。这一记载表明商业经济繁盛。唐朝商业繁荣，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有长

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长安城内分为坊和市，分别是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长安人口上百万，还云集着

边疆各族和世界各国的人，既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和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识记与灵活掌握盛唐商业经济繁盛的相关知识。 

2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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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唐朝时中外交往的准确识记。 

【解答】“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是李白的诗，写作此诗的目的是悼念阿倍仲麻吕，阿倍仲麻吕，

汉名晁衡，日本奈良人，日本遣唐留学生，他一生在中国长达 54 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故选：C。 

【点评】解决本题的关键词是题干中的“中外交往”。 

30．【答案】A 

【分析】本题以“唐朝的社会风气显示出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为切入点，考查的是盛唐的社会

气象。 

【解答】据图片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牛尊和清明上河图都不是唐朝出现的。唐三彩骆驼乐舞俑和骑马戴帷帽

仕女泥俑反映了西域服饰文化的源流以及与中原服饰文化相互影响、交流融汇的轨迹，显示了唐朝开放、进

取、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盛唐的社会气象，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掌握基础知识。 

二、解答题（共 4 小题，满分 55 分） 

3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本题以西周分封制的材料为依托，考查的是西周分封制的知识。 

（2）本题以西周分封制的材料为依托，考查的是西周分封制的知识。 

（3）本题以《史记•陈涉世家》的材料为依托，考查的是秦末农民战争的知识。 

（4）本题以《赤壁之战形势图》为依托，考查的是赤壁之战的知识。 

【解答】（1）西周建立后，为了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周王实行分封制。即周王根据血缘关系的

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予他们管理土地和人们的权利，建立诸侯国。诸侯具有较大

的独立性，但需要向周王进献贡物，服从周王调兵。受封者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再分封。 

（2）由材料“为了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周王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功劳大小…”可知题干中的材料

反映的是西周分封制，即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故选 A。 

（3）材料一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是史学家司马迁。由材

料“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皆次当行…”可知材料一反映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秦始皇统治时期，刑法残

酷，赋税、徭役繁重。秦二世统治时期更加残暴。秦朝的残暴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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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赤壁”“刘备、孙权军”“曹操军”等信息可知材料二是赤壁之战形势图。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

权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刘备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故答案为： 

（1）周王分封的“对象”是：③．周王分封的“依据”是：②．受封者的“权利”体现在：④和⑥．受封者的“义务”

是：⑤．分封的“目的”在于：①。 

（2）A。 

（3）史学家：司马迁。事件：陈胜、吴广起义。背景：秦朝实行暴政（或秦朝刑法严酷）。 

（4）战役：赤壁之战。意义：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点评】本题以西周分封制、《史记•陈涉世家》的材料和《赤壁之战形势图》为背景，考查的是学生对西周分

封制、秦末农民战争、赤壁之战的有关知识的记忆、理解能力。 

32．【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为切入点，考查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商鞅变法的相关史实： 

（1）考查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 

（2）考查商鞅变法的两项措施的具体作用。 

（3）考查材料二中关于魏孝文帝改革的两个观点的不同。 

（4）考查孝文帝改革的积极影响。 

【解答】（1）战国时期，为确立封建统治，各国掀起变法运动，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内容有：

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建立县制。这些措施使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

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494 年北魏孝文帝迁都

后，实行改革，要求鲜卑人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与汉族人通婚等，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促进了北方民族

的大融合。 

（2）商鞅变法规定奖励军功，按军功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激发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秦军战斗力。奖

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设立县制，由国君任命

官吏治理有利于中央控制地方和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加强了君主的权力。 

（3）不同：观点一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作出的贡献。观点二指出改革使鲜卑民族丧失了自己

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 

（4）魏孝文帝的改革改变了北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为中华民

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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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 

（1）战国时期； 

A B 

①③⑤ ②④⑥ 

（2）商鞅变法规定奖励军功，提高了秦军战斗力。奖励耕织，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3）不同：观点一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作出的贡献。观点二指出改革使鲜卑民族丧失了自己

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 

（4）影响：魏孝文帝的改革改变了北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为

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点评】注意准确识记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商鞅变法的基础知识。 

33．【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以“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为切入点，主要考查了张骞通西

域、丝绸之路、西域都护的设置、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知识。掌握相关基础知识。 

【解答】（1）结合材料一图片及所学可知，材料一描述的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历史。公元前 138 年，为联

络西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

捉住，扣留十年，后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归国时只剩下两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目的没有达

到，但也加深了对西域的了解。从张骞身上学到的精神：热爱和报效祖国、不屈不挠、勇于冒险、开拓进取的

精神。 

（2）结合图 2 汉代丝绸之路示意图可知，汉朝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向西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安

息，最后到达欧洲大秦。所以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最远到达的地区是长安和欧洲（大秦）。 

（3）结合图 3 西汉疆域示意图可知，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

府，这是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的开始。 

（4）根据材料“丝绸和香料从原料产地向西，运输到中亚、伊朗、阿拉伯和罗马帝国的消费者手里，罗马帝国

生产的玻璃器皿、葡萄酒等也在丝绸之路上大量流动。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吸引了远方的信

教者。”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朝时，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

转运到欧洲的大秦（罗马），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长安﹣﹣河西走廊

﹣﹣新疆﹣﹣西亚﹣﹣欧洲的大秦），丝绸之路开辟了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先例；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丰富了汉朝的经济文化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武盛世的形成。 

（5）结合材料四“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结合所学知识库中，唐朝中外交流的两个典型事件是玄奘西游和鉴

真东渡。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今印度）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唐太宗时），他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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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出发，历经艰险，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游学，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贞观后期，携带大量佛经回国。他专

心翻译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

要典籍。唐玄宗时高僧鉴真历经六次东渡，才到达日本。他在日本十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文化。他精心设

计的唐招提寺，佛殿式样优美，至今犹存，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 

（6）根据材料五“当前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和投资低速，发展不平衡加剧。战乱和冲

突，恐怖主义等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丰硕的成果表面，“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的

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一带一路”顺应

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 

故答案为： 

（1）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目的：为联络西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精神：热爱和报效祖国、不屈不挠、勇于

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 

（2）长安和欧洲（大秦）。 

（3）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的开始。 

（4）丝绸之路开辟了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先例；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丰富

了汉朝的经济文化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武盛世的形成。 

（5）事件：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今印度）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

初年（唐太宗时），他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游学，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贞观后

期，携带大量佛经回国。他专心翻译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

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唐玄宗时高僧鉴真历经六次东渡，才到达日本。他在日本十年，辛勤不

懈地传播唐朝文化。他精心设计的唐招提寺，佛殿式样优美，至今犹存，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任选其一即

可） 

（6）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一带一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促进了各国经济

发展。 

【点评】考查学生正确解读材料和提炼再现历史信息的能力。注意识记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西域都护的设

置、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知识 

3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北京紫禁城，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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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1）据材料一“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

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

住的正宫。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

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

城市”可知，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宫殿是沿着一条

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

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 

（2）据材料二“紫禁城于公元 1406 年开始建设，曾有 25 位皇帝在此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将自己

喻为是‘上天之子’，即‘天子’，在人间的住所称为‘紫宫’．……皇帝居住的皇宫四周警戒森严，有严格的宫禁，

不可以随便出入。192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幕典礼。……值此双十节，北京城

万人空巷，人潮涌向故宫。会后，善后委员会通电各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紫禁城由

皇帝办公居住的禁地变成了对人们开放参观学习的博物馆。 

（3）据材料三“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五大皇宫之一，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收藏有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据统计共达 1052653 件，占中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是中国收

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故宫博物院的特点是建筑

庄严绚丽，文物收藏丰富，古代文化艺术特色突出等。 

（4）结合上述材料可知，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技术，把文物以多种形式展现给人们，让文物活起来，践行了

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故答案为： 

（1） 

（2）紫禁城由皇帝办公居住的禁地变成了对人们开放参观学习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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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恢弘壮丽，文物收藏丰富，古代文化艺术特色突出等。 

（4）答案示例：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技术，把文物以多种形式展现给人们，让文物活起来。 

【点评】本题考查北京紫禁城，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掌握基础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