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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昌平初三（上）期末 

历    史 

2024.1 

本试卷共 8 页，共两部分，24 个小题，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 7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填涂或书写在

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请交回答题卡。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考古发掘是获取考古资料的重要途径。以下可用于研究人类起源的考古资料是 

 

A.北京人复原头像  B.北京人狩猎场景想象图 C.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D.猪纹陶钵 

2.下面是汉字“史”字的演变过程。据此可知甲骨文 

 

A.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 

B.已经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 

C.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 

D.是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文字 

3.右图是西周何尊，整个尊体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

饕(tāo)餐(tiè)纹。该文物造型反映了 

A.西周社会经济发展 

B.周王室地位的下降 

C.青铜器工艺的高超 

D.诸侯国势力的崛起 

4.公元前 256 年，蜀郡郡守李冰充分利用地势和河道，在成都附近的岷江上修筑了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该

工程是 

A.都江堰   B.灵渠   C.长城   D.赵州桥 

5.《资治通鉴》记载，北魏孝文帝颁布诏令：“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宜改姓元氏。

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对此诏令内容认识正确的是 

A.顺应了民族交融的趋势   B.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2页/共10页 
 

C.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D.加速了西南地区的开发 

6.右侧是某一朝代的中央官制示意图。该朝代是 

A.秦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7.据统计，两宋科举共取士 115427 人，平均每年 361 人。以科举共取士的年平均数计，宋代是唐代的 5

倍。由此可知宋朝 

A.军队战斗力得到提高    B.大幅增加科举取士名额 

C.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D.官吏选拔看重出身门第 

8.右侧柱状图可以用于研究两宋时期 

A.中央集权的加强 

B.重文轻武的政策 

C.娱乐生活的丰富 

D.经济重心的南移 

9.宋代所造海船，载重量一般有数百石至五千石，最

大载重量可达万石。宋代海船设置了水密隔舱，增加

了抗沉性和横向强度。船上使用指南针，能准确地辨别航向。以上叙述表明宋朝 

A.政府鼓励海外贸易    B.具备发展海外贸易的技术条件 

C.注重发展文教事业    D.财政收入中外贸所得占比增加 

10.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下列史实与此相关

的是 

A.设置西域都护    B.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C.设置驻藏大臣    D.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 条 

11.右侧是某同学的学习笔记。其所学习主题是 

A.国家疆域拓展 

B.民族关系发展 

C.中外文化交流 

D.盛世下的危机 

12.乾隆时，在伊犁修建惠远城，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八座卫星城，统称为“伊犁九城”。“伊犁九城”的修

建见证了 

A.清朝东北边疆的稳定 

B.清朝前期经济的繁荣 

C.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D.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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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右侧是某同学梳理的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①处

应填写的人物是 

A.华佗   B.魏征 

C.杜甫   D.苏轼 

14.历史解释是以史料为依据，客观地认识和评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以下内容属于历史解释的是 

A.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将国都从镐京东迁洛邑 

B.230 年，孙权派将军卫温率万人船队到达夷洲 

C.1069 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 

D.15 世纪初，明朝国力雄厚，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15.15 世纪，欧洲一些城市的富商为了增加商品量直接参与到生产领域，成为向手工业者提供原料的“包

买商”。这种现象表明 

A.封建庄园经济普遍流行    B.许多城市取得了自治权 

C.手丁业生产逐渐资本主义化   D.手工工场逐渐被大工厂替代 

16.某位意大利诗人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昧，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

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是 

A.但丁   B.薄伽丘   C.达•芬奇   D.莎士比亚 

17.在 1590-1890 年之间，从非洲输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共约 2200 万，而非洲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数

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使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这说明奴隶贸易 

①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②证明了地圆学说的正确性 

③为英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④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8.右侧是一份 17 世纪英国法律文件的部分内容。它反映出当时英国 

A.推崇“君权神授” 

B.社会矛盾激化 

C.财政危机严重 

D.王权受到限制 

19.制作年代尺有助于梳理史实之间的时空联系。以下示意图中①处应为 

 

A.发表《独立宣言》   B.攻占巴士底狱 

C.通过《权利法案》   D.雅各宾派上台 

20.发生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横跨欧洲和美洲，但它们之间是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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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共同点是 

A.都废除了君主制    B.都推翻了殖民统治 

C.都宣扬了自由平等   D.都成立了联邦制共和国 

二、非选择题（共 40 分） 

21.（10 分）粮食见证历史的发展。 

材料一  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 3300-前 2300 年），稻作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稻田划分规整呈条块状，

田间还有人工挖掘的水渠用于灌溉，稻米成为良渚先民们的主食首选。良渚人还会狩猎各种野生动物来补

充营养，也会用渔网捕鱼，并用黑陶烧制网坠，提高捕鱼的成功率。从目前良渚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来

看，良渚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从良渚内城河道以及外城遗址中发现的各种植物果实和种子来看，良渚人

食用的水果有桃、李、杏、梅、柿子、甜瓜、山葡萄等，种类十分丰富。 

——摘编自蔡璐《良渚：五千年前的都城》 

（1）依据材料一，说出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发展的表现。（2 分）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作

用。（1 分） 

材料二 

时期 相关资料 

汉代 中原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铁制工具、马耕和牛耕进行耕作 

唐代 垦田面积扩大，发明并推广了____①____，大大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和质量 

宋代 

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农利用秧马进行拔秧，耕作的效率得到提

高 

在宋朝朝廷的提倡下，由越南传入的 ____②____ 推广到东南地区，南方的水稻在 北方也得到

推广，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将①②处补充完整。（2 分）指出推动宋代水稻产量增长的因素。（2 分） 

 

材料三    16世纪许多美洲作物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不断向外传播。一些海外新作物在明末清初先后被

引入我国，其中玉米、番薯、马铃薯这三种来自美洲的高产粮食作物尤为重要。随着它们的推广种植，不

仅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压力，丰富了广大人民的饮食生活，增添了新的饮食品种，也使我国

很多地区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发生变化。 

——摘编自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人民饮食生活的影响》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 16 世纪美洲作物向外传播的背景。（1 分）说说美洲高产粮食作物传入

我国的影响。（2 分） 

22.（9 分）探寻人类思想文明。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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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汉帛书《老子》（部分） 

 

②东汉熹平石经（残片） 

 

③战国商鞅方升 

是道家的经典，集中体现了老子的

学说。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生产破

坏严重，统治集团吸取秦朝速亡的

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休

养生息的政策 

是最早的官刻儒家石经。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儒家经典

作为太学教材，东汉时期将儒家经

典共镌刻四十六碑，作为太学标准

教材评定正误使用 

是战国至秦汉度量衡统一的标志性

器物。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后，国

家土地划分、产量计算、征税纳粮

都得到精六国的征战确的保障，支

撑起秦兼并 

 

（1）将材料一中的文物按所属的历史时期排序。（1 分，写序号）任选一件文物,说明该文物体现的历史。

（2 分，示例除外） 

示例：①西汉初年，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帛书《老子》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使经济

得到恢复和发展。 

材料二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需要产生的。19 世纪三四十年

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显露，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科学社

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

思、恩格斯从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成果、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进步思想，以及

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广泛汲取知识、智慧和思想精华，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和历史

基础。 

——摘编自《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2 分） 

材料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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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史实。（2

分）谈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2 分） 

23.（11 分）纺织生产工具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材料一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纺轮 

 

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蜀锦提

花机模型 

 

南宋《蚕织图》中束综提花机使用

场景 

属于原始织布机的附件。原始织布

机结构简单，能够织出简单的织

物，为后世各种织机的出现奠定了

基础 

提花机在原始织布机的基础上，创

造出了精巧复杂的结构，操作时需

要多名织工配合，主要适用于织造

纵向花纹较短的提花织物 

束综提花机在提花机的基础上进行

改进，织造时只需一名织工和一名

挽花工配合操作，就可以织造结构

复杂的花纹 

 

（1）依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纺织工具发展的特点。（2 分）结合所学，写出汉代另一项科技发明，并

说明其影响。（2 分） 

 

材料二    近代早期的英国，服饰是一种身份，不同阶层的服饰，质地和色彩迥然有别。普通大众主要穿着

厚重的粗呢绒和坚硬的皮革制成的服饰，色彩单调沉闷。到了 18 世纪初，英国大众服饰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大众服饰的质地得以改善，主要由麻、棉等构成，服饰色彩也更加多样而艳丽，款式也更加新颖时

尚。服饰消费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并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口贸易和本土纺织业的进步极

大地改善了服饰的质地，英国大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服饰消费欲望。 

——摘编自王洪斌《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2）依据材料二，概括 18 世纪初英国大众服饰发生的变化。（2 分）结合所学,分析英国服饰消费变化的原

因。（2 分） 

材料三    以下为英国历史上一系列重要发明情况 

发明者 职业 发明机器 

凯伊(John Kay) 钟表匠 纺织飞梭 

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aves) 织布工人 珍妮纺织机 

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 理发匠 水力纺织机 

瓦特(James Watt) 机器修理 瓦特蒸汽机 

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 工人 走锤纺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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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 牧师 蒸汽机动力织布机 

——摘编自何世鼎《纺织品：近代英国工业企业科技进步的原点》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判断上述机器发明集中在_________;（1 分，写字母） 

并运用两项证据说明判断理由。（2 分） 

A.文艺复兴时期    B.工业革命时期 

24.（10 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自（yǒu）,刻有“太保

（周王的大臣召公）”“墉（yōng）燕（建造燕国都城

城墙）”“燕侯宫”等内容。 

琉璃河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史记》中“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实证了北京

作为西周早期诸侯国的地位，将北京城市史上溯至 3000 余年前。出土的青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等文

物，生动还原了当时的生活，为了解西周时期诸侯国的社会组织、人群特征和生业模式等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王冬冬等《基于考古学研究的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与阐释》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写出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的名称。（1 分）说明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的史料

价值。（2 分） 

材料二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造的。永乐年间，北京城南城墙向外拓展,即从元代丽正门、

文明门、顺承门一线（今长安街一线）向南扩展到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大约南扩了 1.5 里。嘉

靖三十二年（1553 年），修筑了南面的外城，南城的拓展突破了北京城的传统空间格局，又增加大约 25 平

方公里以上的城市空间。北京城市人口数量也由明初洪武八年（1375 年）的 7.21万户，14.3 万口，增加

到正统十三年（1448 年）的 27.3 万户，96 万口。 

——摘编自赵世瑜等《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2）依据材料二，概括明代北京城的发展趋势。（1 分）结合所学，分析 1375 年到 1448 年北京城人口增

长的原因。（1 分） 

材料三 

序号 材料 

① 秦统一后，修建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其中一条驰道就是由咸阳出发到蓟城 （今北京） 

② 隋炀帝时修建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的大运河 

③ 唐玄宗时，设置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并在幽州驻扎了大量军队 

④ 澧渊之盟后，辽南京（今北京）是辽宋“榷场”贸易的中转场所之一 

⑤ 1153 年，金迁都至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今北京） 

⑥ 元朝时，杂剧在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流行，后扩展到南方 地区 

© 清朝时，北京水陆商旅往来频繁，在前门（正阳门）一带形成了全国有名 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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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清朝道光年间，京剧逐渐形成，并流行于全国 

 

（3）从上表中任选两则材料，提取一个主题，并仿照示例进行说明。（5 分，示例组合除外） 

示例： 

序号：⑥⑧ 

主题：北京见证了戏曲艺术发展 

说明：元杂剧由北方传入南方，演出活动遍及城乡各地，使元杂剧逐渐发展为全国性剧种；清朝道光年

间，京剧艺术形成后流行于全国，使京剧发展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戏曲剧种。元杂剧和京剧的流传，促进了

戏曲艺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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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共 3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B C A A B B D B B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A D C A D D A C 

二、非选择题（共 40 分） 

21.（10 分） 

（1）表现：稻作水平提高；兴修水利工程进行灌溉；食物来源及种类丰富；家畜的饲养开始出现。（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作用：原始农业兴起并不断发展，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速早期国家形成，进入文明社会。

（任意一个角度即可得 1 分） 

（2）①曲辕犁②占城稻（2 分） 

因素：高产作物的推广；政府的重视；水稻耕作工具的进步；种植面积的扩大。（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

点即可） 

（3）背景：新航路的开辟；哥伦布“发现”美洲。（1 分） 

影响：食物物种交流改变了我国的食物结构；丰富了人们的食物种类，增加了饮食品种；提高了粮食产

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缓解了粮食压力；改变了饮食文化习惯等。（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22.（9 分） 

（1）③①②（1 分） 

②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办太学。熹平石经反映了东汉时期政府推崇儒学，儒学居于主

导地位。 

③战国时期，秦国进行商鞅变法。商鞅方升反映了当时变法的具体措施，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为以后

秦统一奠定了基础。（2 分。史实 1 分，影响 1 分） 

（2）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广泛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凸显；无产阶级登

上历史舞台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总结工人运动经验。（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3）成立第一国际，建立巴黎公社（2 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23.（11 分） 

（1）特点：织机的效率越来越高；技术不断创新；设计精巧；技术发展一脉相承（2 分。每点 1 分，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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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即可） 

造纸术（1 分） 

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1 分。答出任意一点即可） 

（2）变化：服饰质地不断改善；色彩更加丰富；更符合大众需要等。（2 分） 

原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大众对服饰消费的需求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土纺织业技术的进步

等。（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3）B（1 分） 

理由一：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的棉纺织业。 

理由二：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后半期，以瓦特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1785 年瓦特改进的蒸汽机

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工业革命得以更快地向纵深发展。 

理由三：文艺复兴运动起于 14 世纪中叶，是一场反对教会“神权至上”和提倡人文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瓦特蒸汽机尚未出现。（2 分） 

24.（10 分） 

（1）分封制（1 分） 

史料价值：印证了文献记载；直观、可靠地再现了西周时期诸侯国的历史；为北京 3000 余年进城史提供

了史料实证。（2 分。每点 1 分，任意两点即可） 

（2）明代北京城市不断向南发展；城市空间不断扩大（1 分） 

原因：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经济发展（1 分） 

（3）评分标准 

分数 材料运用与论述 

5 -4 
史实选取与主题对应准确，能够运用材料中两个史实，围绕主题进行说明， 论述过程能将史实

与主题对应，做到史论结合，论述完整，逻辑严密，语言 规范。 

3 -2 
史实选取与主题对应部分准确，能够运用材料中的史实，围绕主题进行说 明，但史实不够充分

或不够典型，论述不够完整，语言不够规范。 

1 -0 
史实选取与主题对应不准确，仅重复或列举材料中的史实或观点，论述与材料无关，论述不完

整，语言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