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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文汇中学初一（下）期中 

历    史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尽管他是篡立，但使全国统一获得实现，功不可没……统一南北，结束了自东汉末  年以来整整四百年的大分

裂局面。”这段话描述的是（ ） 

A． 隋文帝 B ． 隋炀帝 C ． 唐太宗 D ． 宋太祖 

2. “朝我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反映了我国古代比较完备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  度，下面关于科举制度的说

法，正确的是（ ） 

①隋文帝时开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创立 ②分科考试、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 ③科举制加强了皇

帝选官用人权力，扩大了官吏选拔范围 ④唐朝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A． ①②④ B ． ②③④ C ． ①③④ D ． ①②③ 

3. “输送物资最方便的乃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  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

的河流。于是，隋炀帝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由材料可知，隋朝大运河的作用是（ ） 

A． 加强了边疆控制 

C ． 加强了中央集权 

 B ． 沟通了南北交通 

D． 巩固了国家统一 

4. 贞观初年，太宗签署了征兵 18 岁以下身强力壮者的敕文，但文件到门下省，魏征不同意，退回中书，又经御

画，中书省再发。材料中涉及的制度是（ ） 

A． 三公九卿制 B ． 三省六部制 C ． 内阁制 D ． 行省制 

5. 王谠在《唐语林》中写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不六七年，天下大理。  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对

史料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 

A ． “留心理道”的“上”即皇帝唐玄宗 

B ． “河清海晏”指贞观年间政治清明 

C ． “天下大理”的局面被誉为开元盛世 

D ． “革去弊讹”指玄宗废武则天时酷刑苛法 

6. 下列古代的历史人物，在中外交流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是（ ）

岳飞 文成公主 安禄山 鉴真 

A． 岳飞 B． 文成公主 C ． 安禄山 D ． 鉴真 

7. 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而农业的根本出路则在科技创  新。唐朝时创制的农业生

产工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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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 B ． ③④ C ． ①④ D ． ②③ 

8. 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  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

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 

A． 经济的繁荣 B ． 政治的清明 

C ． 文学艺术的兴盛 D． 社会风气的开放 

9. 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文学表达形式唐诗，反映了唐朝历史的全景。下列诗句中反映安  史之乱的是（ ） 

A．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 B ．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C ．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白居易） D．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10. “限于当时的国力，节度使很少得到中央政府的津贴，必须由自己在防区内自给自足  地筹措招兵买马、屯粮制

械的费用。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节度使对中央政  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这直接导致了（ ） 

A． 黄巢起义 B ． 安史之乱 C ． 唐朝灭亡 D ． 北宋建立 

11. 下列事件存在某种关联，其中排序正确的是（ ） 

①黄巢起义 ②安史之乱 ③唐玄宗统治腐败 ④藩镇割据

A． ①②④③ B ． ③②④① C ． ③②①④ D ． ①②③④ 

12.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  转运使，文士也；知州，

文士也”。宋朝这样选任官员的最终目的是（ ） 

A． 加强控制地方 B ． 发展文教事业 C ． 强化中央集权 D ． 推行重文轻武 

13. 北宋宰相赵普曾推出“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下列体  现北宋在经济上“制其钱谷”

措施的是（ ） 

A． 将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 B ． 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C ． 设通判监督知州，以分知州的权利 D． 设置转运使，收回地方财赋权 

14. 对以下大事年表解读正确的是（ ） 

A． 各民族政权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B ． 各民族政权并立与力量消长 

C ． 北宋政权存在不超过一百年 D． 辽与南宋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 

15. 下列四幅两宋与西夏、金并立的示意图中，哪一幅是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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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物是解读历史的密码，观察如图图片中的货币样式，结合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得  出的结论是（ ）

A． 宋朝推行重文轻武政策 B ． 北宋的手工业技术稳定发展 

C ． 北宋从事海外贸易 D． 各个民族政权之间交流互鉴 

17. “凡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  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

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下列观点客观反映材料内  容的是（ ） 

A． 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 

B ． 维持长期和平，但削弱了宋的军事力量 

C ． 对宋朝来说是屈辱的 

D． 北宋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签订的 

18. 南宋时期，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运载一批货物到泉州销售，他抵达泉州后应到哪个机构  办理手续（ ）

A． 都护府 B ． 市舶司 C ． 宣政院 D ． 理藩院 

19. 如下表为西汉、唐代和北宋南北方人口对照表。据此可知（ ） 

朝代 南方 北方 

人口（户） 占全国户口比例 人口（户） 占全国户口比例 

西汉 2470685 8% 9985785 80.2% 

唐代 3920415 43.2% 5148529 58% 

北宋 44224760 62.9% 6624296 31% 

A． 南方经济重心地位在唐朝已确立 B ． 南方商业不断发展 

C ． 政治重心南移带动经济重心南移 D．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20. “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下列史实结  论逻辑正确的是（ ） 

选项 史实 结论 

A 隋唐实行科举制 形成了人人平等的社会 

B 文成公主入藏 中央实现对西藏的行政管辖 

C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导致地方藩镇割据 

D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反映了北宋城市经济繁荣 

二、非选择题（40 分） 

21．（共 10 分）隋、唐、宋三个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唐朝诗人皮日休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  功不较多。” 

（1） 材料一中“此河”的中心在哪里？（1 分）请你写出“此河”开凿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的作用？（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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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饱腹而身毙。……朕  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

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按用重法邪？（那么他  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 

——节选自《贞观政要》 

（2） 根据材料二回答，材料二中的君主是谁？（1 分）为了开创盛世他采取了哪些措施？ 

（至少两方面）（2 分） 

材料三 

朝代 

南方 北方 

人口（户） 占全国户口数比例 人口（户） 占全国户口数比例 

西汉 2470685 19.8% 9985785 80.2% 

唐代 3920415 43.2% 5148529 56.8% 

北宋 11224760 62.9% 6624296 37.1% 

——摘自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3） 根据材料三分析，从西汉到北宋南北方人口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的经济经济方面的  什么现象？（2 分） 

材料四 

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陷入长期藩镇割据混战中，此时的南方保持了相对稳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掀起了水利建设的

高潮，水稻生产技术逐步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南方农业的发展。 

——摘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4） 根据材料四，分析材料三当中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哪些。（2 分） 

22．（11 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成为

历史发展的主流，更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基础。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1） 材料一中“朕”实行怎样的民族政策？（2 分）试举一例说明当时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2 分） 

材料二 

自契丹取燕蓟以北，拓跋（党项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

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刊，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2） 材料二中的“契丹”和“拓跋”分别建立了什么政权？（2 分）他们在建立政权后采取的措施有何相同之处？（2 

分） 

材料三 

“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第岁以绢二十匹，银一十万两，

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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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3） 材料三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事件？（1 分）此事件带来了哪些影响？（2 分） 

23．（11 分）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国家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关系广大学生和家庭的切身

利益。回顾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阅读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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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创立的标志是什么？（1 分）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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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编自李兵《科举：不只是考试》 

（2） 材料二中的信息反映出北宋前期科举制有着怎样的发展？（2 分） 

（3） 材料二所反映的现象与北宋哪项政策密切相关？（2 分）这项政策为北宋带来了哪些影响？（4 分） 

24．（8 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汉朝之后的 1000 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阅读

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

时期都更加开放。世界上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丝绸之路上和平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中国文化那时就传播到了

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国家，同时唐代的舞蹈、音乐、绘画、食品、服装、宗教也吸纳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明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 

（1） 依据材料一，从范围、内容、兼容等的角度概括唐朝对外交往的特点。（2 分）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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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暴力冲撞与和平交流是古代文明之间交往的主要方式。而暴力冲撞既有血与火  的灾难，又在客观上起到了

传播文化、扩展文明的作用。 

（2） 根据材料二的观点，把下面四个事件进行分类。（填序号）（4 分） 

①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②玄奘西行 ③鉴真东渡 ④岳飞抗金和平交流： 暴力

冲撞： 

材料三 

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来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这些国家的商人每年夏至以后乘海船前来，抵达

南宋各贸易港口，十月以后陆续起航回国。南宋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达二十多个。 

（3） 材料三反映了宋朝对外贸易有何特点？（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