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7

2019 北京朝阳初一（下）期末

历 史（选用） 2019.7

学校 班级 姓名 考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 页,28 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考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50 分)

本部分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读通鉴论》说:“ ① 统一天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①处应填写

A.汉 B.隋 C.唐 D.宋

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材料反映出大运河

A.加重了人民负担 B.加强了经济交流

C.导致了隋朝灭亡 D.促进了文化发展

3.《新唐书》记载:“是时(开元十三年)，海内富实……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

兵”。材料反映出

A.隋文帝完成南北统一 B.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

C.唐玄宗前期社会安定 D.唐都长安商业的发展

4.下列材料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A.佛教的传播发展 B.繁盛的中外交流

C.多彩的文学艺术 D.和睦的民族关系

5.右图反映的历史事件导致的结果是

A.唐高祖起兵反隋

B.唐玄宗追求享乐

C.杨国忠等把持朝政

D.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6.以下史实所处的历史时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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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907 年 公元 923 年 公元 938 年 公元 947 年 公元 951 年

朱温称帝，建立后

梁

李存勖称帝，建立

后唐

后晋石敬瑭割燕云

十六州给辽国

刘知远建立后汉 国郭威灭后汉，建

立后周

A.南北朝时期 B.唐朝后期 C.五代十国 D.宋、金对峙

7.右图文物可用于研究

A.唐三彩的制作工艺

B.宋代手工业的发展

C.宋、辽文化的交融

D.明清时期海外贸易

8.右图中数据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

A.推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B.唐朝户数超过南宋户数

C.南宋时期鼓励海外贸易

D.北方人口最终超过南方

9.某校组织研学活动，同学们想了解南宋抗金的历史，可以参观

A.河南省新乡市陈桥驿

B.河南省淮阳市澶州城

C.浙江省杭州市岳王庙

D.北京市东城文丞相祠

10.右侧示意图直接反映的发展趋势是

A.由分裂到统一

B.由封闭到开放

C.由落后到先进

D.由隔绝到联系

1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王朝的行政机构示意图，按时序排列正确的是

A. ①②③ B. ②③① C. ①③② D. ③②①

12.以下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表述正确的是

A.唐朝时期火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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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雕版印刷术

B.两宋时期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

D.古代四大发明都出现在宋元时期

13.随郑和出行的马欢、费信等人著有《瀛涯胜览》《星楼胜览》等书，记载了沿途各国自然和。 人文状况。这

说明郑和下西洋

A.丰富了国人的海外知识 B.次数多且船队规模浩大

C.提高明朝的地位和威望 D.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14.右图为明朝《武备要略》中记载的鸳鸯阵，用此阵法击败倭寇的是

A.辛弃疾

B.戚继光

C.李自成

D.郑成功

15.右侧是某同学制作的古代科技著作卡片。该著作是

A.《齐民要术》

B.《本草纲目》

C.《天工开物》

D.《农政全书》

16.它平面呈“凸”字形，由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从宫城(紫禁城)到外城都以这条线对称展开，均衡布局。材料

中的“它”是

A.唐都长安 B.北宋东京 C.元朝大都 D.明北京城

17.一位同学游览了北京明代长城居庸关段。对这段一长城解读正确的是

A.防御北方匈奴的侵扰 B.体现了高超建筑技术

C.以明北京城作为起点 D.隔绝了民族间的交往

18. 1644 年明朝崇祯皇帝自缴，明王朝灭亡。与此直接相关的是

A.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B.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C.李自成攻人北京城 D.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19.右侧地图反映的主题是

A.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

B.清朝稳定了西北边疆

C.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D.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20.军机大臣处理的政务都是皇帝交办的，若皇帝不交办事务，他们

就无事可做，无权可用。材料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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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军机大臣的权力完全源于皇帝

B.军机处的设立不利于加强皇权

C.军机处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D.军机大臣处理政务时有决策权

21.以下两个表格反映出，清朝

1695~1778 年清朝朝人口数量

年份 1685 1741 1759 1778

人口总数 1 亿 1.6 亿 1 亿 3亿

1685~1775 年清朝耕地面积

年份 1685 1753 1766 1775

耕地面积（亩） 6.08 亿 7.09 亿 7.41 亿 7.16 亿

A.人口数量保持稳定 B.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C.耕地面积逐渐下降 D.人地矛盾逐渐突出

22.一位同学在校本课中，了解了一门传统艺术自清朝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还体验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这门传统艺术是

A.宋词 B.元杂剧 C.昆曲 D.京剧

23.清代中期以来，社会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反映的是

A.文字狱的盛行 B.君主专制强化 C.商业贸易繁荣 D。官吏贪污成风

24.清朝曾强迫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并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对这一政策说法正确的是

A.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发展 B.使清朝彻底摆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

C.使中国逐渐落伍于世界的发展进程 D.符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

25.右图是一位同学分类梳理的中国古代人物，其中①②处分别应填写

A.姚崇、宋璟

B.安禄山、史思明

C.马可·波罗、利玛窦

D.努尔哈赤、曹雪芹

第二部分材料分析题(共 50 分)

26. (20 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材料一唐朝前期，国家统一。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商业也迅速发展

起来。尤其是唐太宗实行轻摇薄赋的政策，几乎不收取商业税，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

繁荣。

—摘编自钱穆(中国经济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出唐朝前期商业发展的原因。(4 分)

材料二唐朝前期长安城中最繁华的地方是西市。西市内出售货物的店铺称“肆”，而

经营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同一区域，称“行”。政府监督管理市场的机构—市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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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市的正中心，四周还有商人存放和批发货物的邸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2)依据材料二，写出唐朝长安城西市中“市署”的位置 。(从右图中选序号，2 分)概括西市商业活

动的特点。(2 分)

材料三宋代随着商业需求增长，宵禁和固定市场交易地点被取消，各种店铺遮布城市大街小巷，甚至有些店铺

“通晓不绝”，还出现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瓦子。由于商业竞争激烈，有的店铺为招揽生意开始以广告的方式

宣传自己的商品。繁荣的商业不仅极大地丰富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还为政府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商业税成为

宋代后期重要的财政来源。

—摘编自杭侃(中华文明传真)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出宋朝城市商业繁荣的表现。(2 分)说出宋朝商业发展的

影响。(2 分)

材料四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贸易也是当时商业贾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在边境设

置“榷场”开展互市(见右图)。但是这些交易不很稳定，双方处于战争状态时就必然关闭

榷场，这直接影响双方贸易的进展。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

(4)依据材料四，说出宋朝与辽、西夏的贸易地点在地理分布上的特点。(2 分)说出影响

这种贸易的主要因素(2 分)。

材料五清朝出现以地域为中心，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帮。他们行走四方，长途贩运，不畏艰辛。

商帮有自己的规范，如安徽商人朱文炽经营茶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总是在交易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

以示不欺。另外，其经营方式常“用奇胜”，不落俗套。

—摘编自吴慧《商业史话》

(5)依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概括清朝商帮发展的原因;(2 分)并举出当时一个商帮。(2 分)

27.(12 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材料一唐朝时期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和亲吐蕃，到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唐蕃双方举行会盟，先后在长安

和拉萨立碑，吐蕃与唐朝之间因联姻而形成了“甥舅”关系。唐朝的蔬菜种子、茶叶等传入吐蕃，西藏地区的香、

药都传入到内地，对我国古代医学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摘编自张云《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出唐朝对吐蕃采取的主要政策;(2 分)并分析这些政策的影响。(2 分)

材料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大一统时期。以下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关系的

史实:

1247 年，蒙古王子阔端与吐蕃地方政教首领在凉州会谈。

1264 年，中央设总制院，后更名为 ① ，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及其它藏区事务。

1264 年~1280 年在藏族地区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1270 年，元朝政府册封西藏萨迦派政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驿站、清查人口、征兵征税。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写出表格①处的机构名称。(2 分)说出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关系。(2 分)

材料三清朝政府与西藏地区关系的史实:

相关文物 相关史实 影响



6 / 7

1653 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

喇嘛，主持前藏

通过册封，明确达赖的宗教领袖地

位，密切了清朝政府与西藏的联系

1713 年，康熙皇帝册封格香派另一

位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封号，主

持后藏

通过册封，明确班禅的宗教领袖地

位，密切了清朝政府与西藏的联系

通过册封，明确班禅的宗教领袖地

位，密切了清朝政府与西藏的联系

①

1793 年，乾隆在位期间规定，达赖

与班禅等大活佛转世，需要通过金

瓶掣签，最后报请朝廷批准。

通过金瓶掣签，中央掌握了班禅和

达赖的继任者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将表格中①处填写完整。(2 分)说出材料三反映出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关系发展

的趋势。(2 分)

28. (18 分)科举制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材料一科举制从创立之初就采用自由报考的办法，与以往士子被动的等待举荐入选有本质区别。而考试成绩是取

舍的主要依据，且是竞争性的差额考试，之前一般是非竞争性的等额录取。从选人标准上将具体且有标准化衡量

尺度的文化知识作为考试内容，相比之前以名望等模糊标准这又是进步。

—摘编自赵家冀等《中国教育通史·隋唐卷》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出创立科举制的朝代。(2 分)与以前选官制度相比，科举制有何进步之处。(2 分)

材料二宋太祖“黄袍加身”夺取政权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将协助他登上皇位的将领实权予以削夺。为了填

补这些武将留下的空缺，统治者将目光转向普通知识分子。因此通过科举选拔文官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以下是北宋前期科举次数与录取进士人数统计表:

时期 科举次数（次） 录取进士总数（人） 平均每磅录取进士数（人）

宋太祖 15 188 13

宋太宗 8 1487 186

宋真宗 12 1760 147

宋仁宗 13 4561 351

——摘编自李兵《科举:不只是考试》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前期科举制的发展。(2 分)说出材料二体现了宋朝怎样的政策。(2 分)分析

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2 分)尸、.

材料三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高翰林，在夸耀他个人考中第一名举人的经验时说:“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

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有来历，所以才得侥幸。”强调八股文在内容和词句上都要求纯而又纯，绝不许掺

杂半点脱离或违背“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杂质，词句要绝对工整。

——摘编自朱泽吉《吴敬梓对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出明清八股取士的特点及危害。(4 分)

材料四自世卿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

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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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说出孙中山对科举制度的态度。(2 分)谈谈你对科举制度的看法并说明理由。(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