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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 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检测试卷 

初一历史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5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A B C B A B C D C D B C D A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C B A D C B A D D A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50 分） 

26.（10 分） 

（1）正式创立：隋炀帝时期（或隋朝时期）（1分） 

理由：改变了以门第作为选官的标准，注重才能的考察，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扩大统治基

础；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推动教育

的发展；加强了中央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等。（任 3 点 3 分） 

（2）A：重文轻武（1 分） 

措施：中央和地方的要职由文官担任；文臣掌握国家的军事大权；文臣地位和待遇高于武将；

控制对军队的调动，禁军将领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派文臣担任地方知州；增加科举取士名

额，提高进士地位等。（任 2 点 2分） 

（3）制度名称：行省制（1 分） 

影响：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我国省制的开端，对后世

的行政区划影响深远。（任 2 点 2分） 

27.（14 分） 

（1）社会情况：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农业耕作技术，种植谷物；同时少数民族的

音乐、饮食、服装、骑马等也在唐代广为流传；各民族相互影响、不断交融，共同发展。（3

分） 

（2）属于历史史实的有：②③ （1分）     属于历史解释的有：①④（1 分） 

原因：唐朝国家统一；政治制度先进；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对外政策开放等。（任 3 点 3

分） 

（3）特点：随时间发展不断丰富；吸收大量外来词；吸收的外来词来源广泛。（任 2 点 2

分） 

（4）传播路线：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向西经中亚、西亚、非洲北部传播至欧洲。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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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2 分） 

28.（13 分） 

（1）A:曲辕犁（1 分）   B:筒车（1分）    C：北宋（宋朝）（1 分） 

（2）不同点： 

①整体布局：唐朝城市规划井然有序，布局严谨对称；宋代规划不像唐代齐整；（2 分） 

②坊市分布：唐朝坊市分离（或居民区和商业区分离），东西两市为主要商业区；宋朝打破

了坊市的界限；（2 分） 

（3）图 2：宋代勾栏（或瓦舍、瓦肆、瓦子）（1 分） 

     图 3：会子（或南宋纸币拓片或宋朝纸币等）（1 分） 

研究主题：宋代商业繁荣（或宋代繁荣的经济）（1 分） 

（4）变化：西汉时期，北方人口远远多于南方人口；唐朝时期，南北方人口趋同；两宋时

期，南方人口超过北方人口。（2 分） 

原因：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1 分） 

29.（13 分） 

（1）中心：洛阳（1 分） 

理由：历史悠久；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功能丰富，直至今日这些功能仍在发挥

作用；大运河见证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对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统一、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是中华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任 2 点 2 分） 

（2）不同：唐朝对外交通路线既有海路又有陆路，海陆并举；宋朝对外交通以水路为主。

（2 分） 

原因：唐朝国家统一；宋朝时期各民族政权并立，陆路交通不畅。（2分） 

（3）特点：形成通向全国乃至境外的交通网络；连接地区和国家数量多，范围广；海陆并

举；驿站类型多样，因地制宜等。（任 2 点 2分） 

影响：加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强化中央集权，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促进对外

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任 2 点 2 分） 

（4）认识：水陆交通的发展水平反映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程度；水陆交通的发展对国内

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治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等。（2 分，

言之成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