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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师大附中初一（下）期中

历 史

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第 I 卷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共 4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1. 下面是某同学在复习中国古代史时制作的一段政权更迭的年代标尺，其中①处建立的是（ ）

A. 隋朝 B. 唐朝 C. 北宋 D. 明朝

2. 《资治通鉴》称隋文帝：“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由此可见，隋文帝（ ）

A. 崇尚节俭 B. 重视农业

C. 整顿吏治 D. 生活奢侈

3. 隋朝时期，一批牡丹花从洛阳沿运河运到余杭，依次需要经过（ ）

A. 邗沟、江南河、通济渠 B. 江南河、通济渠、邗沟

C. 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D. 通济渠、江南河、邗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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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省六部制 D. 科举制

5. 中共中央颁布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大力提倡“例行勤俭节约、严守廉洁从政”。古时候即有“居安思危、

戒奢从简”的皇帝，他在魏征劝谏后，即能身体力行、持之以恒，这位皇帝是（ ）

A. 隋炀帝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D. 唐玄宗

6. 唐太宗在位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强势，史称（ ）

A. “贞观遗风” B. “贞观之治”

C. “开元盛世” D. “康乾盛世”

7.“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歌主要描述了开元盛世时期（ ）

A. 政治清明 B. 科举兴盛 C. 民族融合 D. 经济繁荣

8.“载初元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殿前试人自此始”。“殿前试人”这一考试形式的开创者是（ ）

A. 隋炀帝 B. 唐太宗 C. 武则天 D. 唐玄宗

9.“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该诗体现了（ ）

A. 分封制度的血缘和等级特点 B. 科举制度的公平和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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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行省制度的首创和高效特点 D. 八股取士的腐朽和文化专制

10. 唐朝政局可用下图表示，下图中?处表示的时期是（ ）

A. 唐玄宗统治前期 B. 唐太宗统治后期

C. 唐太宗统治前期 D. 唐玄宗统治后期

11.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中印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朋友。的确，早在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位杰出的使者为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请问，下列选项中与描述的这位使者相关的历史事件是（ ）

A. 鉴真东渡 B. 赤壁之战

C. 玄奘西行 D. 开凿大运河

12. 某导演想拍一部有关唐朝对外友好往来的电视专题片。他选取的下列事件中与该主题无关的是（ ）

A. 鉴真东渡 B. 玄奘西游

C. 遣唐使来中国学习 D. 文成公主入藏

13. 某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历史图片展，在某展厅出现了这样一组图片（如下），该展厅的名字最合适的是（ ）

A. 唐代国家统一 B. 民族政权并立

C. 唐代文化繁荣 D. 宋代民族融合

14. 2008 年 5 月，胡锦涛访日期间，参观了保留唐朝风格的世界文化遗产——唐招提寺。该遗产是中日友好关系源

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它的设计兴建者是（ ）

A. 张骞 B. 玄奘

C. 鉴真 D. 戚继光

15. 下列图片中反映隋唐时期书画艺术成就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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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16. 2016 年 2 月 12 日，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以来，激发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学习热潮，某选手抽

到 2 号题目：从下列汉字中重组成一句唐诗名句，指出它的作者是（ ）

猿 两 声 不 岸 啼 住 重 过 轻 已 万 舟 山

A. 白居易 B. 杜甫 C. 孟浩然 D. 李白

17. 我国古代有很多德才兼备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圣人”。那么“书圣”、“诗圣”、“画圣”分别是指（ ）

A. 王羲之、吴道子、李白 B. 王羲之、杜甫、吴道子

C. 颜真卿、阎立本、李白 D. 颜真卿、阎立本、杜甫

18.“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客观史实，反映出唐朝的时代特征是（ ）

A. 交通发达 B. 经济繁荣

C. 政治清明 D. 对外开放

19. 文物具有多元的证史价值。下列图片既能证明唐朝陶瓷工艺水平，又能反映当时社会风气的是（ ）

A. B. C. D.

20. 唐朝灭亡后，先后出现了五个割据政权，称为五代。观察下表，五代建立的地区在（ ）

五代简表

朝代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都城 汴州（开封） 洛阳 汴州 汴州 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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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长江流域 B. 珠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淮河流域

21. 陈桥驿纪念馆门柱上镌刻着：“陈桥兵变奠宋代基业，__________定赵氏乾坤。”它见证了宋朝建立的一幕。

“_______”应该填写的是（ ）

A. 杯酒释兵权 B. 黄袍加身

C. 强干弱枝 D. 重文轻武

22.“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即使他们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材料中宋

太祖这一举措（ ）

①造成重武轻文的局面 ②增强了军队作战能力

③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 ④有利于士人受到尊重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23. 契丹，在《魏书》中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公元 916 年建立起政权，雄踞中国北方，与北宋并立。由契丹

族建立的政权是（ ）

A. 吐蕃 B. 西夏

C. 辽 D. 金

24. 由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党益民精心打造之力作《石羊里的西夏》，是第一部全程演绎西夏历史、解密西夏覆

灭的长篇小说。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 ）

A. 耶律阿保机 B. 元昊

C. 完颜阿骨打 D. 铁木真

25. 宋、西夏、辽是多民族纷争和融合的时代。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了各民族风俗的丰富多彩，并且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政治特点是（ ）

A. 地方军阀割据 B. 南北政权对峙

C. 民族政权并立 D. 战乱不息

26. 下列示意图能正确反映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是（ ）

A. B. C. D.

27. 与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分别是建立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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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契丹、党项、匈奴 B. 契丹、党项、女真

C. 党项、女真、回纥 D. 匈奴、回纥、吐蕃

28. 《射雕英雄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全真教丘处机为两个未出世的孩子取名郭靖和杨康，并各赠一剑。丘处机

此举是让孩子们勿忘国耻。当时的国耻是指（ ）

A. 金灭北宋 B. 辽灭北宋

C. 辽灭金 D. 蒙古灭宋

29. 下图是某校历史兴趣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所制作的卡片，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主题是（ ）

A. 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B. 古代政治中心的南移

C. 宋朝商业的繁荣兴旺

D.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30. 现在网上颇为流行历史穿越小说。假如小明同学成功穿越，到了古代一个都城，这里人烟稠密、商业繁荣，读

书人在茶楼酒肆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几个商人用纸币交易大宗丝绸生意，索取“岁币”的契丹和西

夏使者纵马狂奔，全不顾在“瓦肆”游玩的百姓的安全，路人脸上显出愤愤之色。据此可推断，小明应该是穿越到

了（ ）

A. 唐都长安 B. 北宋东京

C. 南宋临安 D. 元朝大都

31.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著名的“瓷都”是（ ）

A. 景德镇 B. 佛山镇 C. 洛阳 D. 苏州

32. 两宋政治特点的相同之处有（ ）

①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②君强臣弱

③都城都在开封 ④重文轻武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33. 下图是公元 12 世纪初期的中国地图，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并立，图中定都于图中甲地的政权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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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辽

B. 北宋

C. 西夏

D. 南宋

34. 下图是某班同学为历史故事会收集的材料，由此判断他要讲述的是（ ）

A. 铁木真抗金

B. 岳飞抗金

C. 文天祥抗元

D. 元灭南宋

35.“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该诗反映的时代背景应该是（ ）

A. 宋辽对抗 B. 南宋与金对峙

C. 宋夏和议 D. 北宋与金对峙

36. 下列业绩中属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是（ ）

A. 起兵反抗辽统治者的压迫 B. 建立蒙古政权

C. 定国号为元 D. 灭亡金朝

37. 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元朝，管辖今天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是（ ）

A. 枢密院 B. 行中书省 C. 中书省 D. 澎湖巡检司

38. 元朝时，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A. 采取说汉语、用汉姓等汉化政策 B. 采用汉族的治国方略

C. 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D. 任用汉族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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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元朝疆域辽阔，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有效管辖

地方，建立的主要是（ ）

A. 都护府 B. 宣慰司 C. 行中书省 D. 元帅府

40. 比较中学习并归纳共同点是历史学习的方法之一。下列关于隋朝和元朝相同之处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都结束了政权并立局面，完成全国统一

②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

③都修建了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④都进行了制度的创新，加强了中央集权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④

第 II 卷

二、非选择题（共 3小题，第 41 题 12 分，第 42 题 14 分，第 43 题 14 分，共 40 分。）

41.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认为唐宋是中国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据材料，写出图片中生产工具的名称。

材料二

史书记载，在唐都长安，太阳升起后，击鼓开市，开始贸易活动；傍晚日落前，关门闭市，停止贸易活动。

（2）依据材料比较，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在商业活动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变化?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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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所描绘的纸币，最早叫什么名字?出现在什么时期什么地方?结合所学，它的出现反映了哪些历史现象?

42.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

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1）材料中的“朕”是谁?此材料体现了唐朝怎样的民族政策?因为该民族政策他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什么?

材料二 自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示意图

（2）上图中政权①的建立者是谁?建立政权②的是哪个民族?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材料三 （辽）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苏辙《栾城集》

（3）材料中朝廷与辽的“和好”始于哪一事件?你是否同意苏辙的观点，请说明理由。

43. 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写道：“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关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

请阅读材料回答

材料一 中国古代某阶段中央机构示意图

（1）材料体现的是何种政治制度?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制度的作用。

材料二 “太祖既得天下，召普问曰：“天下自唐季（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

涂地，其因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

（末）以来，战衅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方镇（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9 /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

（2）材料中指出“兵革不息”，其原因是什么?针对“普”的建议，太祖采取了哪些措施?

材料三 元朝疆域图

（3）图中 A 地是_________ （今是______），为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元朝实行了什么政治制度?元朝在中央设置

________管辖 B地，该机构的设置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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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共 4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1.

【答案】A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589年杨坚灭掉了陈，统一全国，其中①处建立的是隋朝，

A项符题意，故此题选 A。

2.

【答案】A

【解析】根据题干材料“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可知隋文帝崇尚节俭。隋文帝是个励

精图治的皇帝，他在位时改革制度，发展生产，注重吏治，崇尚节俭，国家出现统一安定的局面，人民负担较轻，

社会经济繁荣，史称隋文帝的统治为开皇之治。故本题正确的选项是 A。

3.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隋炀帝时开凿了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从北到南分四段，以此是永济渠、通济渠、

邗沟、江南河，一批牡丹花从洛阳沿运河运到余杭，依次需要经过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故此题选 C。

4.

【答案】D

【解析】由材料中“平民社会”“十年寒窗”“跃登上第”等信息可知，这一制度是科举制，科举制是隋唐及以后封建王

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突破了地位的限制，使平民百姓都能通过考试做官，为国家提供了真才实学的人

才，D项符合题意；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三省六部制都不是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国家的政治制度，ABC项不符合题

意；故选 D。

5.

【答案】C

【解析】依据题干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例行勤俭节约、严守廉洁从政”等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唐太宗吸

取隋亡教训，居安思危，轻徭薄赋，“戒奢以俭”，任用贤才，虚心纳谏，重用敢于自言的魏征等，开创了“贞观之

治”。C 项符合题意；隋炀帝是隋朝的皇帝，在位期间修建的大运河。A 项不合题意；汉武帝是汉代皇帝，在思想方

面，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C 项不合题意；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D 项不合题

意。由此可知 ABD 三项不合题意，故选择 C。

点睛：“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皇帝是解题的关键。观察四个选项的皇帝，回想所学知识确定哪个皇帝提倡“戒

奢以俭”。结合课本所学，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

欲望。可知是唐太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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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根据题干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的辅佐下，以隋

亡为教训，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治国措施，使得国家政治清明、

军事发展、社会安定、思想文化繁荣、国力日益强大、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称“贞观之治”。故

选 B。

点睛：本题考查唐太宗的贡献，属理解层面的要求，有相当难度。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善

于用人，勇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7.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唐玄宗的相关知识的准确识记。题文诗句里的“小邑犹藏万家室”是解题的

关键，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使唐朝进入全

盛时期。“小邑犹藏万家室”主要描述了开元盛世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D 符合题意，故 D 选项是正确的。

【考点定位】人教课标版七年级下册•“开元盛世”•盛世经济的繁荣

8.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科举制的有关知识。隋文帝时开始采用分科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置

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唐太宗时大大扩充国学规模，增加学员；提高进士科的地位，进士科考中

第一名的，称为状元。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创设了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作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ABD

不符合题意，C 符合题意，故选 C。

【考点定位】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册•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科举制的创立

9.

【答案】B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

人才，科举制正式诞生。题文的“登科”指的是科举高中。ACD 和题文材料无关，不符合题意。故选 B。

10.

【答案】D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唐玄宗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

治，经济迅速发展， 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在唐太宗和

武则天之后，唐玄宗后期出现了安史之乱，由此可知，D项符合题意；ABC项的内容不符合题意；故选 D。

点睛：解题的关键是正确分析图片的内容，找到突破的特点，图片描述的是唐朝时期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应该在

武则天统治之后，在安史之乱之前，由此可知是唐玄宗统治时期，他前期的统治使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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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玄奘西游相关知识，属识记层面的要求，难度不大。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玄奘西行到

达天竺（印度），将印度的大乘佛教传入中原，让更多的外域文化融入到中原文化之中。同时中原文化传入西域。

这样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又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故应选 C 项。

考点：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册·对外友好往来·玄奘西游

12.

【答案】D

【解析】依据题干“唐朝对外友好往来”的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物质丰富，注重同外国的

友好往来，中国和日本的交流非常频繁，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鉴真东渡到日本，使得中国的先进的制度等都对日

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唐朝与天竺有频繁的交往，贞观初年，玄奘西行前往天竺取经，为中国的佛教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ABC项都属于唐朝对外友好往来的内容，不符合题意；文成公主入藏属于唐朝与吐蕃少数民族之间的

交往，不属于中外友好往来的内容，D项符合题意；故选 D。

13.

【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多宝塔碑》是唐代著名书法成就；奉先寺卢舍那佛佛龛是唐代雕塑艺术成就；《金刚

经》是唐代雕版印刷术的杰出成就；三彩乐舞俑是唐代音乐艺术成就。它们均为唐代文化繁荣的表现。ABD 理解不

正确，故选 C。

14.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鉴真，是唐朝僧人，是律宗南山宗传人，也

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曾担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

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763 年（广德元年）6 月 25 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 76 岁。日本人民称鉴

真为“天平之甍[2]”，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所以答案选 C

考点：人教版新课标七年级历史下册•繁荣与开放的社会•对外友好往来。

15.

【答案】A

【解析】依据题干图片的内容，结合所学可知，《兰亭序集》是中国晋代的书圣王羲之写出“天下第一行书”，也称

《兰亭序》，不属于隋唐时期的书画艺术的成就，排除 4；1,2,3 的内容都属于隋唐时期的书画艺术成就，符合题意；

故选 A。

16.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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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题干的表格内容可知，题干内容能够组成的诗句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唐代

诗仙李白途经壮丽险峻的三峡时留下的千古名句，D项符合题意；白居易、杜甫和孟浩然虽然都是唐朝时期的诗人，

但是都没有写出题干的诗句，ABC 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D。

17.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古代历史人物，其中“书圣”指王羲之，“画圣”指吴道子，“诗圣”指杜甫，故选 B。其他选项不

符合事实。

18.

【答案】D

【解析】根据题干“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的信息可知，这些词汇描述的都是唐朝时期对外友好往来

的内容，充分描述了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唐朝与天竺的友好往来，D 项符合题意；ABC 项与题干内容无关，不

符合题意；故选 D。

19.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唐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制度先进，文化昌盛，与亚洲各国友好交往达到前所未

有的盛况，新罗仿唐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朝鲜的音乐也传入中国。骆驼载乐俑既能证明唐朝陶瓷工艺水平，又能

反映当时社会风气。C 项符合题意，故此题选 C。

20.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五代建立的地区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主要是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包括河北南部、

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故五代建立的地区在黄河流域，C项符合题意；ABC项地域都与题干的内容无

关，不符合题意；故选 C。

21.

【答案】B

【解析】依据题干“陈桥”的信息，结合所学可知，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他的部下拥立他

当皇帝，黄袍加身，赵匡胤随即回师夺取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以开封为都城，史称北宋，B项符合题意；杯酒

释兵权、重文轻武和强干弱枝都是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采取的措施，是加强皇权的措施，ACD项不符合题意；故

选 B。

点睛：解题的关键是抓住题干的限定词“陈桥”“赵氏”，结合北宋的历史知识解答本题，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

建立宋朝，成为宋太祖，符合题干描述的内容，其他三项都是宋太祖建立政权后，为了加强统治采取的措施。

22.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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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宋太祖的认识。分析题文的“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

即使他们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可以看出宋太祖这一举措造成重文轻武的局面，降低了军队作战能

力，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有利于士人受到尊重。③④理解正确，ABC 不符合题意。故选 D。

【考点定位】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册•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

23.

【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0 世纪初，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916 年 3 月，耶律阿保机登基称

帝，国号“契丹”，定都上京。阿保机是辽太祖，选项 C符合题意；而选项 A 是藏族；选项 B党项族；选项 D 女真

族，不符合题意。因此只有选项 C符合题意，故选 C。

24.

【答案】B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11世纪前期，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史称西夏，B项符合题意；耶律

阿保机建立辽国，A项不符合题意；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C项不符合题意；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没有建立国

家，D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B。

25.

【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材料信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了各民族风俗的丰富多彩，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此判断我国古代辽、宋、夏、金时期最显著的阶段特征就是民族政权并立；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辽与北宋澶渊之

盟后，出现辽、北宋、西夏三个主要政权并立的局面，后来，辽和北宋先后被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灭亡，金与

南宋议和，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并立的局面；因此只有选项 C 符合题意，故选 C。

26.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916年阿保机建立辽，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辽、西夏和北宋并

立，c项能正确反映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故此题选 C。

27.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学生对与宋并立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

认识，根据所学知识，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西夏是由西北的党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政权的建立者是东北的女真

族。所以答案选 B

考点：人教版新课标七年级历史下册•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

28.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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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依据所学可知，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

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耻，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

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表达了爱国情

怀，题干中郭靖杨康的名字就是为了不忘国耻，A 项符合题意；BCD 项说法不正确，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29.

【答案】A

【解析】根据题干图片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到了南宋,全国的经济中心最终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转

移，图片中“苏湖熟，天下足”反映经济重心在长江流域，这都说明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因此只有选项 A符

合题意，故选 A。

30.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题干的“纸币”“瓦肆”等关键词，结合所

学知识可知，交子，是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的货币，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瓦肆是

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兴起的一种游乐商业集散场所，以临安为最典型的特点。所以答案选 B

考点：人教版新课标七年级历史上册•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

31.

【答案】A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宋朝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河北的定窑、河南汝窑等地烧制的瓷器，给人以别

致的美感，北宋兴起的江西景德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的中心，A项

符合题意；洛阳和苏州都不是瓷器的生产地，佛山镇是手工业重镇，B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A。

32.

【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相同之处”的信息，依据所学可知，北宋时期定都在开封，南宋时期定都在临安，③说法不正确，

排除；宋朝时期是政权并立的时期，金国、辽国、西夏、元朝等都与北宋和南宋并立，①符合题意；宋朝时期加强

君权，重文轻武，使得君强臣弱，②④符合题意；故选 C。

33.

【答案】D

【解析】依据题干地图的“甲地”的位置，结合所学可知，北宋灭亡后，宋钦宗的弟弟赵构登上皇位，被称为宋高宗，

定都在临安，史称南宋，“甲地”位置就是临安，由此可知，这一政权是南宋，D项符合题意；辽国定都在上京，在

内蒙古境内，A项不符合题意；北宋的都城是开封，在河南境内，B项不符合题意；西夏的都城在兴庆，在宁夏银

川，C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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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依据题干“收复健康”“郾城大捷”等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大举南下，南宋军民奋

起抵抗，岳飞等抗金将领率军北伐，从金军手中收复许多失地，岳飞统率的“岳家军”在郾城大败金军主力，并乘胜

追击，迫使金军后撤，B项符合题意；铁木真抗金没有涉及到地点郾城，A项不符合题意；文天祥抗元也涉及不到

郾城大战，C项不符合题意；元朝灭亡南宋是在临安，D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B。

点睛：解题的关键是抓住题干图片的“郾城大捷”“岳家军”等，结合课本基础知识可知，是岳飞抗金的内容，岳飞领

导的军队就叫岳家军，他带领岳家军在郾城大败金军，被称为郾城大捷。

35.

【答案】B

【解析】题文的杭州指的是南宋都城临安。宋辽对抗和宋夏和议都发生在北宋，故 AC 不符合题意；北宋与金对峙

的说法错误，排除 D。南宋与金对峙是题文诗歌的时代背景，故选 B。

36.

【答案】B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铁木真是蒙古族的首领，他率部多次征伐，逐一打败了草原上各个强大的势力，于 1206

年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建立了蒙古政权，他被拥立为大汗，被尊称为成吉思汗，B项符合题意；起兵反抗辽统

治者的压迫的灭金和定国号为元的是忽必烈，CD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B。

37.

【答案】D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元朝时期疆域辽阔，元朝统治者根据各地区的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在东南地区设

置澎湖巡检司，负责管理澎湖和琉球，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D项符合题意；

中书省和行中书省是管理中央和地方的行省制度，BC项不符合题意；枢密院是军事机构，不是管理琉球的机构，A

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D。

38.

【答案】C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元朝时期，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

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 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中亚的穆斯林大批迁入中国，以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

亚移民、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后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即回族，这是

元朝民族关系的有关史实，C项符合题意；A项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B项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有关史

实，D项是清朝加强对西藏管辖的史实，由此可知，ABD项都不符合题意；故选 C。

39.

【答案】C

【解析】依据课本所学，元朝疆域辽阔，为了加强管理，元朝把山东、山西和河北称作“腹里”，直属于中央的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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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其他地区，除了吐蕃、畏兀儿地区外，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

广 10个行省，称为行中书省，管理地方，C项符合题意；都护府是管理西域地区的机构，A项不符合题意；宣慰

司是介于省与州之间的一种偏重于军事的监司机构，一般掌管军民之事，是地方机构，B项不符合题意；元帅府是

日本国家的机构，D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C。

40.

【答案】B

【解析】依据所学可知，隋朝和元朝都结束了政权并立局面，完成全国统一；都重视农业生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

流；都进行了制度的创新，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②表述错误，排除。仔细审

查①③④符合题意，故此题选 B。

41.

【答案】（1）曲辕犁，筒车

（2）宋朝时，商业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分布于城市很多地区：商业贸易突破了时间的限制。

（3）交子，北宋，四川，商业繁荣。

【解析】(1)根据材料的内容，结合所学可知，图一是曲辕犁，这是一种耕地工具，操作时可自如地控制入土深浅，

回转省力，始于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和质量；图二是筒车，这是一种灌溉工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2）依据所学知识可知，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在商业活动方面发生重要变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商业日益

繁盛，城市中的店铺不断增加，街道以及宅巷之内到处可以开设店铺；经商的时间也不再受限制，出现了早市和夜

市，都市的商贸活动也辐射到乡镇，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叫做草市，由此可知，宋朝时，商业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

空间限制，分布于城市很多地区：商业贸易突破了时间的限制。

（3）依据材料的内容，结合所学可知，材料所描绘的纸币是交子，宋朝时期烧毛的繁荣也促进了货币交易量的增

长，促进了交子的出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南宋时期，纸币发展成与铜钱并行

的货币。

42.

【答案】（1）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天可汗。

（2）赵匡胤（宋太祖），女真族，从并立对峙到统一。

（3）始于澶渊之盟。苏辙对澶渊之盟持肯定意见。同意，促进了宋辽持相对和平的局面，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和文

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不同意，因为虽然盟约签订后双方彼此不再有战争，但对北宋来说，

岁币加重了北宋人民负担，反映了北宋政治的腐败。

【解析】（1）依据材料“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唐太宗时期注重发展同

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友好往来，因此被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有效的促

进了民族融合。

（2）依据图片内容，结合所学可知，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赵匡胤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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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宋太祖；政权②是金朝，建立金朝的是女真族，图中内容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是从并立对峙到统一，实

现了民族大融合。

（3）依据课本所学可知，澶渊之盟是辽宋之间的协议，从此之后，双方实现了友好共处的局面，材料中苏辙对澶

渊之盟持肯定意见，我同意这一意见，因为澶渊之盟促进了宋辽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和文化的

交流与发展，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点睛：解题的关键是抓住材料的有效信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以及图片信息，结合课本关于

唐朝时期的民族政策以及宋朝时期的民族政策和特点来解答本题，唐朝时期民族之间是相互融合的积极友好的民族

关系，宋朝时期是政权并立时期，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由此需要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从历代民族关系中总结

出民族关系的影响，民族融合的作用。

43.

【答案】（1）三省六部制。三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

分割，避免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2）节度使掌握兵权，实力强大，皇帝实力较弱。措施：陆续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做知州，通判分权；派

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从各地挑选强壮士兵，编入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

（3）大都，北京。宣政院，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解析】（1）依据材料的托内容，结合所学可知，材料体现的是三省六部制，这是隋朝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三省

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避免权臣独揽大权，有利

于加强皇权。

（2）依据课本所学可知，唐朝时期，节度使掌握兵权，实力强大，皇帝实力较弱，造成了材料中 “兵革不息”的

现象，宋朝时期，宋太祖为了避免这一问题，陆续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做知州，通判分权；派转运使到地方

管理财政，从各地挑选强壮士兵，编入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加强了皇权。

（3）依据材料三的图片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图中 A 地是元朝的首都大都，是当今的北京地区，为对全国进行有

效统治，元朝实行了宣政院，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