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下册期中考试选择题专项练习 

第一单元：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一）题型简介  

选择题是根据教材内容、情景设置的题干和四个不同选项组成，所要求的知识面比较大，  

能够比较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结构、知识的准确性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材料选择题（常考类型，考察能力）  

（1）文字型材料题  

文字型材料选择题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这些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历史人物的言论、诗  

词等。它的选择方法，首先看材料或引文的出处和其他有关信息，确定材料所涉及的历史背 景和考察范围；

其次读懂材料，即理解材料的本来意思；最后要明确题目要考察什么，搞清 题干和备选项的关系，然后将

材料所涉及到的知识与教材“挂钩”，借助教材知识进行选择。  

2）图表型材料选择题  

对于图表型的材料选择题，首先要读懂图表，理解图表反映的问题，再按照题目要求，  

弄明白命题者的意图，结合所学内容，确定正确的选项。  

（二）解题指导——“三审三辨”  

三审题干：一审：审时间、空间、角度等限制条件，明确考查范围；  

二审：审关键词句，明确题干中心意思及内涵外延，与课本或所学知识的挂钩；  

三审：审设问，明确考查意图（搞清楚考什么）。  

“答题千万条，勾画第一条”。阅读材料，并尽可能在脑海中用一句话概括材料的主旨。  

在阅读的同时勾画关键词，找出答题的要求，用以提取关键信息。  

三辨选项：一辨：是否符合题干主体内容（排它）  

二辩：是否符合设问逻辑关系（排它）  

三辨：是否符合历史史实（排错）  

解题指导 

解题指导+选择题专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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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排除法，满足对主旨的概括和关键信息的提取，注意题目中的限制词语，对选项进  

行排除，从而筛选出正确答案 

 

 

 

1．他结束了西晋以后 200 多年的分裂局面，使中国又一次走向统一，开启了繁荣与开放的时代，他是（   ） 

A．唐太宗 B．隋文帝 C．武则天 D．唐玄宗 

【答案】B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西晋灭亡后，中国经历了东晋和十六国时期，南北朝并立的分裂状态。581 年，

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589 年，隋朝灭陈，统一全国，B 项正确；唐太宗、唐玄宗是唐朝皇帝，唐朝不是

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王朝，排除 AD 项；唐朝时期，武则天废掉自己两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自立为帝，

改国号为周。武则天不是结束分裂，完成统一的王朝建立者，排除 C 项。故选 B 项。 

2．2023 年高考一些省市将一本二本合并招生，增加体育项目考试。历史上作为考试制度，观察家默德赫斯

特评论说：“7 世纪起，中国建立的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是真正值得赞赏

和模仿的。”该制度指的是（   ） 

A．禅让制 B．科举制 C．世袭制 D．九品中正制 

【答案】B 

【详解】从“‘7 世纪起，中国建立的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是真正值得赞赏

和模仿的’”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该制度指的是科举制。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官吏选拔的

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B 项正确；禅让制

是尧舜禹时期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与题意不符，排除 A 项；世袭制是王位和爵位的世袭继承，

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C 项；九品中正制看重的是门第，而不是才能，与题意不符，排

除 D 项。故选 B 项。 

3．下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的①、②、③代表相关的历史事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

列，正确的选项是（   ） 

选择专练 



 

A．①灭亡陈朝②建立隋朝③开通运河 B．①建立隋朝②灭亡陈朝③开通运河 

C．①开通运河②建立隋朝③灭亡陈朝 D．①建立隋朝②开通运河③灭亡陈朝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时间轴，结合所学知识可知，581 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

安。589 年，隋朝灭陈，统一全国。605 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

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618 年，隋朝灭亡，李渊称帝建

立唐朝，定都长安，他就是唐高祖。因此，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为：①建立隋朝②灭亡陈朝③开通

运河，B 项正确；而 ACD，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4．隋朝是个短命王朝，二世而亡，你认为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  ） 

A．宦官和权臣当道 B．隋炀帝的暴政 

C．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D．隋末农民起义 

【答案】B 

【详解】结合所学知识，隋朝是个短命王朝，二世而亡，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隋炀帝的暴政，B 项正确；

宦官和权臣当道不是隋朝灭亡的原因，排除 A 项；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不是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排除 C

项；隋末农民起义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5．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政治家，一生用兵如神的军事家，一位举世无双、

无与伦比的战略家。下列关于隋文帝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581 年建立隋朝 B．灭陈，统一全国 

C．修运河，确立科举制 D．统一南北币制和度量衡制度，加强中央集权 

【答案】C 

【详解】依据所学可知，修运河，确立科举制与隋炀帝有关，C 项错误，符合题意，选择 C 项；581 年，北

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年号开皇，杨坚就是隋文帝。589 年，隋朝灭掉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南

北朝时期分裂割据局面，使南北重归统一，隋统一后，发展经济、编订户籍、统一南北币制和度量衡制度，

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三项都是正确的，不符合题意，排除 ABD 项。故选 C 项。 

6．宋朝李纲曾高度评价隋文帝“混南北为一区”的历史功绩，他认为隋文帝“有雄才大略，过人之聪明。其所

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李纲的高度评价反映了隋文帝一生最大的作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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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强中央集权 B．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C．开通京杭大运河 D．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答案】D 

【详解】根据题干信息“混南北为一区”，结合所学知识可知，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

年号开皇，定都长安。杨坚即是隋文帝。589 年，他派杨广率大军攻入建康灭陈，统一南北。隋的统一，结

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D 项正确；加强中央集权、社会经济迅

速发展，与题干内容不符，排除 AB 项；隋炀帝开通京杭大运河，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7．历史学家范文澜这么评价一位古代帝王，“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在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

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他所创立的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不能因为其王朝历年短促，就忽视它们在

历史上的作用。”范先生所评价的中国古代的帝王是（   ） 

A．隋文帝：杨坚 B．唐太宗：李世民 

C．宋太祖：赵匡胤 D．元世祖：忽必烈 

【答案】A 

【详解】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他还

发展经济，编订户籍，统一南北币值和度量衡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隋朝成为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王朝，A 项正确；根据“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可知该朝代是在唐朝以

前，B 项排除，同理排除 C 项和 D 项。故选 A 项。 

8．《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一个确保粮食运输

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根据材

料可知（   ） 

A．隋朝大运河有利于加强我国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B．开凿中国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政权、巩固统治 

C．漕运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 

D．中国大运河最初开凿的目的是为了粮食运输的安全 

【答案】B 

【详解】据材料“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一个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

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可知，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交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B 项正确；材料主旨是强调“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而不是南北政治文化交流，排除 A 项；C 项与材

料无关，排除 C 项；材料未涉及大运河开凿的最初目的，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9．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以后读书人做官的必由之路。这表明科举

制（   ） 

A．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 B．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 

C．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 D．明确了中央机构的职权 

【答案】B 

【详解】依据题干信息“读书人做官”，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科举制的实行，有利于提高官吏的文化素质，B

项正确；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的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而不是科举制，且题干中并没有相关内容能反映

科举制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排除 A 项；科举制的创立与加强南北的经济交流以及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

并无直接联系，且材料中也没有相关内容能表明科举制加强了南北经济交流或科举制明确了中央机构的职

权，排除 CD 项。故选 B 项。 

10．学者曾经用“3+4+5=1”（一条完整的大运河）形容隋朝大运河，其中“3”寓意大运河的三个端点，“4”寓

意大运河的四段，“5”寓意大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下列关于隋朝大运河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涿郡、余杭、长安是其三个端点 

B．四段是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淮水 

C．隋文帝在位时期开始修建 

D．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答案】D 

【详解】结合所学可知，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D 项正确；大运河以涿郡、

余杭、洛阳为其三个端点，排除 A 项；四段是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排除 B 项；大运河是隋炀

帝时期开凿的，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1．唐初，三省以尚书省为首，尚书令地位极高，较难控制其权力。唐太宗继位后，因为他曾任尚书令一

职，“其后人臣莫敢当”，其官职时有空缺，久而久之尚书令演变成一个荣誉职衔。唐高宗在位时下令废除尚

书令一职。尚书令地位的变化反映了（   ） 

A．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 B．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 

C．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 D．中央集权不断地强化 

【答案】A 

【详解】依据材料“唐初，三省以尚书省为首，尚书令地位极高”“官职时有空缺，久而久之尚书令演变成一

个荣誉职衔”“唐高宗在位时下令废除尚书令一职”可知，皇帝通过空缺官职、荣誉职衔的方式架空、剥夺尚

书权力，这一变化反映了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A 项正确；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排除 B 项；皇帝自始至

终一直掌握决策权，排除 C 项；材料反映的是君主专制加强，与中央集权无关，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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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说明唐太宗（   ） 

A．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B．认识到认识到崇尚节俭的重要性 

C．认识到虚心纳谏的好处 D．认识到重视人才的必要性 

【答案】A 

【详解】根据材料“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知，唐太宗把统治者比作船，

老百姓比作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于水中。说明了唐太宗认识到人民群众力

量的伟大，A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崇尚节俭、虚心纳谏、重视人才”的内容，排除 BCD 项。故选 A 项。 

13．学了隋唐史后，四位同学作了主题演讲。你认为能准确概括这段历史的基本特征的是（   ） 

A．文明初露曙光 B．分裂走向统一 

C．繁荣与开放 D．封建国家陷入困境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

兼容、开放的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

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能准确概括这段历史的基本特

征的是：繁荣与开放，C 项正确；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初露曙光的朝代，排除 A 项；分裂走向统一指秦朝结

束春秋战国分裂局面、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排除 B 项；封建国家陷入困境是在进入明清之后，

不符合隋唐时期的社会背景，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4．“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这句话道出了人才对于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性。武则天统治时期，采取的重视

人才的措施是（  ） 

A．打击贵族官僚 B．创立殿试制度 

C．重视发展生产 D．倡导开土拓荒 

【答案】B 

【详解】依据题干“武则天统治时期，采取的重视人才的措施”，结合课本所学可知，武则天统治时期，重视

人才，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亲自面试考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B 项正确；

打击敌对的官僚贵族属于政治措施，重视发展生产，倡导开土拓荒属于经济措施，都不是重视人才方面的

措施，排除 ACD；故选 B 项。 

15．了解历史时序，初步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学习历史的基本要求。与下图中①对应的朝代相关的

史实是（   ） 



 

A．汉化改革，民族交融 B．开凿运河，创立科举 

C．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D．封邦建国，巩固统治 

【答案】C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618 年李渊建立唐朝，907 年唐朝灭亡，唐太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

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被誉为“贞观之治”，唐玄宗统治前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被誉为“开元

盛世”，C 项正确；汉化改革，民族交融属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实，排除 A 项；开凿运河，创立科举

属于隋朝的史实，排除 B 项；618 年李渊建立唐朝，907 年唐朝灭亡，封邦建国，巩固统治不属于唐朝的史

实，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6．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中记述：“唐朝初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贵族。然而到唐朝后期，教育机会

广泛存在，官员们更多地来自于普通人家。”导致唐朝官员来源前后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唐太宗打击官僚贵族 B．完善三省六部制 

C．唐玄宗大力整顿吏治 D．推进科举取士 

【答案】D 

【详解】根据材料“唐朝初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贵族。然而到唐朝后期，教育机会广泛存在，官员们更多

地来自于普通人家。”可知，唐朝后期的官员更多地来自于普通人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导致这情况出现

的主要原因是唐朝推进科举取士。如：唐太宗：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

要的科目；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亲自面试考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玄宗把诗赋作

为考试的主要内容。D 项正确；“唐太宗打击官僚贵族”并不是“教育机会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排除 A 项；

“完善三省六部制”与官员的来源无关，排除 B 项；“唐玄宗大力整顿吏治”与官员的来源无关，排除 C 项。

故选 D 项。 

17．下图是根据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编制的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指数图。图中②的年份，处于我国古

代的一个盛世时期，这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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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景之治 B．贞观之治 C．开元盛世 D．康乾盛世 

【答案】C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754 年处于唐玄宗统治时期，唐玄宗统治时期出现的盛世局面被称为“开元盛

世”，C 项正确；文景之治是出现在西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治世局面，排除 A 项；贞观之治是唐太宗统

治时期出现的治世局面，排除 B 项；康乾盛世出现在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统治时期，康乾盛世出现在 1644

年清军入关并逐渐完成全国统一后，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18．《唐摭言》中记载：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

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材料反映科举制的影响是（   ） 

A．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B．有利于提高官员文化素养 

C．为西方文官制度奠定基础 D．促进全社会形成重学风气 

【答案】D 

【详解】材料中的关键信息是“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意思即：缙绅虽然地位很高，可是

没有经过进士科考，终究觉得不够完美。结合所学可知，这说明了唐朝进士科为世人所推崇，促进全社会

形成重学风气，D 项正确；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在材料里没有反映，排除 A 项；有利于提高官员文化

素养在材料里没有体现，排除 B 项；为西方文官制度奠定基础在材料里没有反映，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19．唐玄宗非常注重对官吏的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官吏立即罢免。有一次他亲自主持对县令的考试，结

果有 45个县令因不合格而被撤职。这体现了唐玄宗（   ） 

A．打击权贵 B．注重文教 C．整顿吏治 D．任人唯亲 

【答案】C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唐玄宗统治前期整顿吏治的措施。唐玄宗即位后，任用姚崇等人当宰相，重视地方

吏治，把中央优秀官吏下放到地方任职，并亲自考核县令政绩，这些改革措施使开元年间政局为之一新。

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C 项正确；题干不能体现打击权贵，排除 A 项；题干不涉及注重文教，排除 B 项；题干不能体现任人唯亲，

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0．下列对不同朝代科举制度的描述中，正确的一项是（   ） 

A．汉朝是最早设置科举考试的朝代 B．隋朝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了殿试 

C．唐朝发展科举制，增加科举考试科目 D．明朝八股取士发挥了学者的真才实学 

【答案】C 

【详解】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唐太宗发展了科举制度，增加科举考试科目，唐朝最重要的两科是进士和明

经，C 项正确；隋朝隋文帝开创了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排除 A 项；武则天设置了殿试和武举，排除 B 项；

明朝八股取士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发挥学者的真才实学，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1．据记载：“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材料反映了唐代

（   ） 

A．曲辕犁提高了耕作效率 B．秧马提高了插秧的速度 

C．耧车增加了播种的面积 D．筒车利用水流自行灌溉 

【答案】D 

【详解】由材料中的“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并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材料描述了唐朝使用筒车的好处——利用水流自行灌溉，节省人力。唐朝时，农业生产技术不

断改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曲辕犁和筒车，材料反映了唐代筒车利用水流自行灌溉，D

项正确；“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描写的是灌溉工具筒车。曲辕犁是耕作工具，与题意不符，排除 A

项；秧马是用来拔秧插秧的，与题意不符，排除 B 项；耧车是播种工具，与题意不符，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22．唐朝诗坛气象万千，名家辈出。下列诗句中具有豪迈奔放浪漫主义情怀的诗句是（   ） 

A．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B．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C．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D．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答案】C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唐朝诗坛气象万千，名家辈出，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想象力和感染力，

具有浓郁的浪漫情怀，李白因此享有“诗仙”的美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体现了豪迈奔放浪

漫主义情怀，C 项正确；A 项是杜甫的诗，其描述了国都沦丧、城池沦陷、乱草遍地、林木苍苍的情景，反

映了诗人遭遇安史之乱的凄凉心，不符合题意，排除 A 项；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是李商隐的

诗，不符合题意，排除 B 项；D 项是王维的诗，是对自然景观的描述，不符合题意，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3．如图是唐著名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它反映了唐代初年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历史事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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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唐玄宗册封回纥首领 B．唐太宗接见吐蕃族派来的求婚使者 

C．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拜别唐太宗 D．日本遣唐使来华 

【答案】B 

【详解】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图片为唐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接见松

赞干布派来的求婚使者的场景，B 项正确；唐玄宗册封回纥首领、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拜别唐太宗、日本遣唐

使来华均与阎立本的这幅《步辇图》无关，排除 ACD 项。故选 B 项。 

24．唐朝经济发展迅速，农业技术不断改进，下列属于唐朝发明并推广的农工具有（   ） 

 

A．②③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④ 

【答案】D 

【详解】唐朝在农业方面，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曲辕犁和筒车，

D 项正确；耧车和翻车是分别是西汉和东汉时代发明的，排除 ABC 项。故选 D 项。 

25．秦时期出现的公文印章，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汉魏时期的碑文拓片技术，很像后来的雕刻印刷；

秦汉时期在布料上印染图案的技术也很像是雕版印刷术。这说明（   ） 

A．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 

B．毕昇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C．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是有社会需要和物质基础 

D．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印章、拓碑和印花有渊源 

【答案】D 

【详解】根据题干材料，“秦时期出现的公文印章．．．．．．．．雕刻版；汉魏时期的碑文拓片．．．．．．．雕

刻印刷；秦汉时期在布料上印染图案．．．．．．．．雕版印刷术。刻印刷；秦汉时期在布料上印染图案．．．．．．．．雕版印刷术。 结合所学可知，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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